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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8/2021_2022_2007_E6_B9_

96_E5_8C_97_c65_238234.htm 还原汉语的甘醇 我看到书院里

的学子摇头晃脑吟诵着四书五经，我听到酒肆里的词客骚人

吐了一串串的佳词妙句，我嗅到泛黄史书里经久不散的墨香

⋯⋯ 自仓颉造字，自先民将生活的记录铭刻在兽骨龟壳上，

至始皇帝统一六国文字，至蔡伦造纸为文字的书写寻找更便

捷的载体，汉文字的历史演变早已融入黄河的浩浩荡荡，长

江的源远流长。炎黄子孙受黄河的哺育长大，也受汉语的滋

养长大，我们的血液里流传着先民对原始生活的热爱，也留

存着血脉传承的根。 “美”是“羊”和“大”的结合，从中

我们能捕获看游牧生活的先民朴素的生活愿望；“家”是一

间房子里养着一头猪（豕），从中我们也能了解到先民安适

富足的生活形态。汉字不仅是华夏民族对先民原始生活的热

爱和纪念，还承载着血脉的传承。“五百年前是一家”是我

们经常听到的同姓人氏的寒暄话，但这并非戏谑，而是中华

民族血脉传承的真实。 然而时至今日，汉语的纯粹性正受到

外来语的侵蚀。类如“PK”“菜鸟”的网络语言在青少年中

广泛流传，在说汉语时夹杂英语的做法在主流媒体中大肆横

行⋯⋯ 我不知道汉字的方方正正怎样由西文字母的曲折圆滑

构建，我不知道汉语的字正腔圆怎样靠英语的高音低音变换

，我不知道流传千年的文字怎样由风行一时的网络语言替代

。维护汉语的纯粹，保护母语的完整，是当代青年义不容辞

的责任。因为母语是民族生存发展之根，是复兴中华传承文

化之根。 我们要维护汉语的纯粹性，并非是要彻底否定外来



词汇的合理性。精当的翻译是架通汉语与外来语的一座桥梁

。林语堂先生将英语的“hamor”一词音译为“幽默”，恰到

好处地利用汉语丰蕴的涵义向人们揭示了幽默的实质：它不

是粗浅的搞笑，而是内在修养的智慧流露。徐志摩将日文的

“再见”音译为“沙扬娜拉”，则生动形象地表现了日本女

孩子弯腰时“恰似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汉语，这一博

大精深的语言，可以凭它丰厚的底蕴容纳外来语，并将赋予

它汉文化的特色，而不能容忍于流行之上的词汇污染它的甘

醇。 身为炎黄子孙，我们有责任有义务维护汉语的纯粹和完

备。守住母语这一民族的生存发展之根，汉语这坛传承千年

的佳酿，才会越陈越香。 【点评】 本文是一篇极富个性特征

的考场佳作。作者把汉语比喻成甘醇的佳酿，点明了汉语具

有厚重的历史。文章开篇用穿越时空的手法截取几个生动的

场面表现汉语丰厚的历史意蕴。其中“书院”、“酒肆”、

“泛黄史书”等词语具有特定的符号学意义。在此基础上，

作者回顾汉字的悠远历史，点明汉字独有的民族文化内涵，

为下文的进一步阐述张本。文章在列举汉语受到多元文化冲

击的事实后正面提出自己的主张：维护汉语的纯粹，保障母

语的完整，是当代青年义不容辞的责任。按常规，行文至此

，可以收束全篇了。但作者没有落入俗套，而是笔锋一转，

更进一层：“我们要维护汉语的纯粹性，并非是要彻底否定

外来词汇的合理性。”接着举例说明汉语也具有兼收并蓄的

包容性，在更深的层面阐明了汉语的博大精深。这睿智的一

笔，使文章显得更加大气，境界和格调更为高远。这正是本

文最为出彩之处。在考场之中，能有如此严密的思维、圆熟

的文笔、有度的收放，实属难能可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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