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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第一中学 芮轼轩

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无锡市第一中学
语文教研组长。 从教近三十年，有十一次
高三教学经历，著有《中华诗词经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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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难得的“真语文”试卷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梁国祥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语文教师，
正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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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独特走向“共和”

“物各有性，水至淡，盐得味。 水
加水还是水，盐加盐还是盐。 酸甜苦
辣咸，五味调和，共存相生，百味纷
呈。 物如此，事犹是，人亦然。 ”

2019 年江苏高考作文题保持了
江苏的“味道”和“语文”的属性，命题
人能有这样的坚守， 超过了我的期
待，实属不易，值得尊敬。

当然，与主流的“情境任务”型作
文题比，这道江苏作文题是注定不讨
人喜欢的。 江苏题原本就不怎么容
易，现在与主题鲜明、导向清晰的“情
境任务” 型作文题一比就更显其难。
今年的江苏题难在哪里？ 我想，除了
题料本身的表述，比如“水至淡，盐得
味”“水加水还是水， 盐加盐还是盐”
有些含混啰嗦外， 一个重要的原因，
便是考生在题料中找不到“关键词”，
而抓住“关键词”审题立意、构思谋篇
是大多数考生最熟悉也最容易上手
的，一旦要求整体理解、通盘考虑，一
些考生作文时难免就失去了方向感，
产生作文可能不合题意（猜不中命题
人意图）的焦虑。

其实， 我们不必与题料中某些含
混的话纠缠，可以从题料中表意最清
晰的地方切入，然后整合信息，最后
逼近题料的核心。 比如，根据“物如
此，事犹是，人亦然”的表述，这道题

的写作重心是“人”（写“事”或文化等
其实也是写人）不是“物”，因此，前面
几句都是在以物喻人。 ———这应该是
我们都能看出来的。 这一点看似简
单，也确实简单，但它恰恰是这道题的
审题基础：“物各有性”， 说的是人的
天赋各异， 各有所长；“五味调和，共
存相生，百味纷呈”，说的是各色各样
的人的和谐共处， 世界由此而多彩多
姿。 这其实是一个“反修辞”的过程，
也就是把喻体还原为本体的过程。 这
里是把“物”还原为“人”，同样，我们
也可以把“物”还原为“事”或者“文
化”。 整合还原后的几点意思，题意也
就基本清晰了： 承认、 尊重、 包容个
性，世界将更和谐、更美好。 这一题意
与广为人知的费孝通先生的十六字箴
言相近相似， 即“各美其美， 美人之
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化用孔子
的说法，便是君子“不同而和”。

同学们在作文时要把与众不同的
“个性”突出来，用题料的话讲，就是
把“味” 写足， 这是作文的前提和基
础。 作文的重点是尊重和包容个性，
也就是落实题料中“调和”“共生”。 这
中间应该有碰撞、磨合、接受、融合的
过程，———不管是写记叙文还是写议
论文， 这都是要着力写好的地方。 写
好这一点，“百味”自然就出来了。

与我们所见到的那些“情境任务”

型作文题逼仄的写作空间比， 江苏题
具有较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可思
辨，也可发挥；可正说，也可反写；可
宏大， 也可微观， 古今中外的人与事
皆可入题，而且都能写出好文章。

正面说的比如， 蔡元培执掌北大
时，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
之意”，在遴聘教师时，只要是英雄，
他既不问出处也不问流派， 包容并
蓄， 使北大汇聚了一大批怀瑾握瑜而
又头角峥嵘、 个性十足的精英人才。
那时的北大可谓是“五味调和”“百味
纷呈”， 思想的自由带来了学术的繁
荣，其办学成就令后人叹仰。 再如，春
秋战国时期， 诸子百家同处一个时
代，色彩斑斓绚烂：孔子主张入世、老
庄宣扬出世、 墨翟标榜兼爱、 杨朱提
倡“有我”，他们相辩相争而不相克；
虽然观点向左主张不一， 但这并不妨
碍孔子师老聃，儒家老师（荀子）培养
法家学生 （韩非），———正是这样的

“百味纷呈”，百花齐放，铸就了令后
人引以为傲的中华文化的第一个高
峰。

反面说的内容也很丰富。 西汉初
期，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废黜
百家，独尊儒术”，此政一出，中国文
化便从此由丰富走向单一， 由活跃走
向僵化。 唯儒独尊， 在使其他学术逐
步凋零的同时， 儒学也一步步“变

味”，并最终沦为帝王之术。 更为严重
的是，废黜百家的文化暴力，压制了中
国人的个性，钳制了中国人的思想，危
害之深绵延至今。

再放眼当下， 那些奉行原教旨主
义的宗教极端分子， 不但拒绝接受世
界先进文化，而且仇视其他人类文明，
制造恐怖事件， 威胁人类和平。 在茨
威格《异端的权利》一书中，记录多起
宗教及文化专制者无情打击、 残酷迫
害被他们宣布为异端的人的事件。 事
实上，以历史的眼光看，这些异端无一
不是长于独立思考并敢于坚持自我的
人，是人类“精神百味”中极稀缺、极
宝贵的那一“味”。 这一起起剿灭异端
的事件， 连贯起来便构成了漫长的欧
洲中世纪黑暗。 ———我们真的不应该
忘记对待“异端”的不包容给人类所带
来的伤痛。

其实，对“异端”的不包容既是历
史也是现实，差异只在称不称“异端”
上。 不妨想一想， 我们身处其中的教
育有歧视“异端”的现象吗？ 我们的生
活中，发生过逼走“异端”的事情吗？
这样一想，便会发现另一个问题：这道
作文题还是比较适合写记叙文的。 那
么，为什么高考作文中记叙文那么少，
那些曾经擅长写记叙文的同学为何纷
纷“弃明投暗”了呢？ ———写下来，这
已是作文素材了。

一年一度的高考落下了帷幕。 10
日午间江苏教育考试院官网发布试
卷，展卷细读，不禁慨叹：这是一份难
得的“真语文”试卷。 这份试卷充分体
现了江苏作为文化大省的雍容气度，
也能切实有效地检验江苏考生的语
文水准。 细述之，此试卷有如下特色
可圈可点：

一、荟萃大家巨擘
初读试卷， 一连串的名字就让人

肃然起敬。 有“临川四梦”的作者汤显
祖，有“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有被
誉为“短篇圣手”的林今澜，有“北大
三沈”中最杰出的沈尹默，还有“现代
桥梁之父”茅以升。

之所以把这一点放在篇头来谈，
恰恰是因为笔者作为多年从事高三
教学工作的老师，常常感慨：“我们的
高三语文教学是回避经典的。 ”因为
高考出题难免要有反押题的考虑。 这
就导致高三的语文教学以及一次又
一次的模拟考试不得不跟那些偏僻
的文字纠缠， 甚至多年苦读墓志铭。
但是今年的高考试卷在这一点上确
实有所突破。 虽然从文章来说并没有
选择那些老幼皆知的名篇内容———这
是符合选拔性考试的要求的，但是向

文化名家倾斜，这个导向无疑是正确
的。

二、彰显地方特色
鲁迅先生说：“只有民族的， 才是

世界的。 ”我们套用过来也可以说“只
有地方的，才是整个中华民族的。 ”对
本省文化资源的挖掘，文化传统的弘
扬， 也是文化自信的题中应有之意。
江苏作为文化大省，地方文化资源是
极其丰富的。 历年的高考，都在考卷
中出现了江苏文化元素，今年也不例
外。

《临川汤先生传》的作者邹迪光是
无锡人，万历二年进士，传主汤显祖
虽是临川人， 但少时受教于泰州学
派，后来多年在金陵为官，文中提到
的具区、灵岩、虎丘也均在苏锡一带；
茅以升是丹徒人； 连第 2 题的芭蕉，
第 3 题的打稻、车水、插秧，也都是符
合江苏特点的自然风光或农耕文化
的展现。

三、观照现世生活
这份试卷能够关注社会发展，贴

近现实生活， 调动考生的现实联想。
如第 4 题“虚拟现实”技术的题料属
前沿科技范畴；小说《表妹》的背景是

改革开放之初按劳取酬原则的回归，
与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现实主题相
呼应；即便如第 3 题，虽然在现实农
业生产中不再使用这些手段和农具，
但学生也可以从旅游经历中去获得
经验。 这些题目都能引导考生提升在
生活中信息获取、筛选、提炼和表达
的能力。

四、重视立德树人
立德树人永远是教育的重要目

标， 也是语文教学特别需要重视的。
《临川汤先生传》 教导我们做正直不
屈之人，《学诸进士做精卫衔石填海》
教导我们做独立实干之人，《表妹》教
导我们做勤劳正派之人，其他文本在
做学问和做人方面也能给考生提供
教益。

五、重视语文素养
语文教学的核心是全面提升学生

的语文素养，而提升语文素养必须尊
重语文的学科特点，按照语文的学科
规律来做。 不管是关注时事还是培养
品德， 都不能违背语文的学科规律。
语文的学科规律决定了语文在承载
教育功能时排斥直白的说教，而是要
借助形象，借助得体的语言，借助缜

密的逻辑推理，通过应用能力、审美
能力、探究能力的培养，通过传统中
优秀文化的传输，让学生自己去体会
善恶美丑的分野，逐渐达到“以文化
人”的目的，润物细无声。《临川汤先
生传》借助历史中实有其人的汤显祖
形象，《学诸进士做精卫衔石填海》借
助神话传说中填海精卫的形象，《表
妹》借助虚构的“表妹”这一文学形
象，再辅以合适的语言形式，达到传
播思想教化学子的目的。 这样做才会
对全面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有利。 这
是我之所以称这份试卷为“真语文”
试卷的原因。

六、契合考试说明，难度适中，题
型稳定

《考试说明》是学年初发布的对高
考命题和组织复习具有指导意义的
权威文件。 尊重《考试说明》的权威
性，是命题的基本要求。 2019 年的高
考语文试卷的命制，完全符合《考试
说明》的要求，全卷总体难度梯度设
置合理， 表现了命题者平和的心态。
题型题量相较去年有所变动，但也是
《考试说明》预先告知的。 这样的导向
让下一届的高考应考工作有迹可循，
有据可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