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凌红

写作， 是一段似梦非梦，似
我非我的灵魂之旅。

有本我，真我，小我。 也有，
虚我，忘我，大我。 既在俗世之
间，难免心里装着俗事，借由笔
端情怀，走在脱俗路上。

在现实的映照下，循着个人
成长的轨迹， 展现不同的状态。
提笔时，或大刀阔斧，或长驱直
入，或涓涓细流，或意味深长，不
一而足。 私自认为，写作的最好
状态是天马行空，随性而为。 不
可以刻意装着读者而下笔，反倒
显得媚俗，其文也难见骨肉。 但
文以载道，文为心声，亦不可信
马由缰，毫无顾忌，浮夸肆意，甚
至混淆视听，蛊惑人心。

前者是随性，道法自然。 后
者是规矩，约法三章。 作家的写

作，是社会的人，必然带着“读
者”的期待或“欲望”而来，不可
能超凡脱俗到不顾及读者的呼
声和反应，而做到绝对的“一人
修仙”。但作家的写作，又是个体
的人， 她或他的经历、 阅历、境
界、三观等都没有否定在写作时
的“遗世独立”，也许只有心灵的
自由驰骋， 才是心中装着读者，
给读者最好的心灵鸡汤。

好的写作， 在孤独里成全，
照见自己的来时路，投影他人的
行走路。以旁观者，也以亲历者，
其思想初于世，也入于世，是读
者和作者的结合体。 时隐时现，
时明时暗，见自我，见苍生，情深
意长。

愿每一个作者，在自己的作
品里做一名读者， 愿每一个读
者， 在别人的作品里当一名作
者，给生活加上诗意的注解。

今日视点 32019年 6月 18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胡卓姗 电话：0570-6528309��投稿信箱：khrb@163.com

JINRI KAIHUA

2019 年 6 月 7 日中午，浙江高考作文
试题揭晓。“作家”应该为“读者”写作，还是
为自己写作？这道充满辩证性的作文题，更
像是抛给成人的一道人生习题。

文无定法。 四篇文章，四种风格，各具
特色，各有千秋，可为高考作文写作提供某
一角度、富有深意的参照。 这道不限文体、
不限字数的“人生习题”，成人答得如何？不
妨一起来看看。

今年的高考作文，你会怎么写？

郑雅珍

上个月看到一则新闻，杭州
一男子骑电动车逆行被交警拦
下后撕心裂肺地大哭。因为工作
压力大，一边要忙着加班，一边
要给女朋友送家里的钥匙，所以
才违反交通规则。

听到男子无力崩溃的哭声
我想起了 2017 年冬天的自己，
刚入职不到一学期的我。 那时，
我刚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每天
接触一群天真善良的小朋友，清
晨而起，日落而息。 每天过得挺
好但是我好像不快乐！那段时间
我突然就不明白，每个星期一到
星期五从早到晚都待在这个小
学校做这份工作的意义。站在二
楼办公室门口的走廊上，看着这
个没有生气的小村庄，凋零残败
的树枝，不远处挡在我眼前的荒
山老树，我感到了焦虑，迷惘，忧
愁，矛盾……我常常发呆，叹息。
有时候接到任务， 新的培训，新
的考核。 我就会抱怨，什么时候
可以不用做这些忙忙碌碌的事
情。 有一次我走进教室，看着接
近 50 平米的班级里只坐了 11
个学生，我手足无措，突然觉得
人生竟是这般艰难。我原本是个
沾到枕头就能一觉睡到天亮的
人，可是因工作环境、工作压力
失眠了，那个冬天我每天晚上辗
转难眠，基本十二点以后才能入
睡，凌晨三四点就醒，然后怎么
也睡不着，心事杂乱，情绪低迷
得很。每个深夜我都告诉自己这
不是我所期待的绚丽热闹，繁华
美景。 我不停地问自己，我真的
要如此工作 30年吗？ 真的要日
复一日如此过 30 年吗？

某一天晚上我看到了一段
话：“小时候我总想着自己长大
后会成为多了不起的人。和家人
说，长大后我要当宇航员，爷爷
奶奶可高兴了，给了我爱吃的喜
之郎。可现在十八岁的我在某日
看着夕阳突然顿悟：其实能够平
凡地在芸芸众生中生活着，家人
身体健康， 爱的人永远在身边，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便是最大的
幸福。”我反复地读这段话，边读
边回想这半年的生活：冬日里办
公室太冷，白天我坐在走廊上晒
太阳，改作业，听着风吹动国旗，
猎猎作响。操场上“呼呼呼”跳绳
甩动的声音，“咚咚咚”篮球落地
的声音，孩童们的嬉闹声，听着
教室里清朗响亮的读书声。这就
是生活啊！ 平实且真诚。 夏天傍
晚改完最后一本作业和同事一
起去散步。一边看着水里游着的
鸭子，天上飞过的鸟，马路两旁
开着的浓烈，炽热的鲜花，看着
每晚颜色不一样的晚霞，追赶着
慢慢沉落的夕阳， 一边谈天说
笑。乡村静谧的夜晚躺在床上可
以听蝉鸣、蛙叫，听雨声潺潺。这
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温柔，美
好。

生活的快乐其实就在看似
平淡而绵长的日子里，人生的幸
福就在踏实与安心之中，我的心
又恢复平静了，我又是那个朝气
蓬勃的年轻人了。成年人的生活
都不容易，迷茫时，焦虑时你自
己就是苍茫大海上为自己指路
的灯塔。

岁月山河，尘世嚣嚣，希望
我们能得到理想的答案，都能得
到期待的人生。 前路光明。

吴涛

距离自己参加高考已经
12 年，再一次看到高考作文不
禁想起如果我还是那个 18 岁
的少年， 我一定意气风发地
说：“生活就是活给自己看的，
就如文章一样。 言为心声，你
要遵循你内心的声音，怎可轻
易为他人所左右。 ”然后我会
在文章中旁征博引，用一个又
一个成功的例子来说明坚持
自己观点是如何正确的。 可惜
我已经不是那个认为靠着一
腔热血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
少年了。 现在的我是一个在滚
滚红尘中已经摸爬滚打过几
年、初步有了一些人生经验的
青年了。

曾经的我多么希望我的
生活可以像一篇优美的散文，
每天自由自在地做着自己喜
欢的事。 可惜呀，这只能存在
于梦境之中，在现实中，目前
的我还没有能力过着这种悠
闲自在的生活。 我还要为自己

的将来、孩子的未来、学生的成
长付出各种各样的努力。 创造
着自己的生活。

作为芸芸众生的一员，在
面对生活的琐碎和繁杂时，我
也会意志消沉，满腹牢骚。这时
的我总会想起刘禹锡的《陋室
铭》：“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
劳形。 ”羡慕他的这种悠闲。 尤
其是临近期末， 一方面要忙着
抓学生的复习， 一方面又想着
自己每天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
教学之外的工作要去完成，这
种逃避的心理愈加深重了。 有
时候总感觉自己的生活就从散
文向写不完抱怨的牢骚话发展
了。这时候，我想没有那个读者
愿意来读这篇文章了。

但生活不总是充满着牢
骚， 它也有着各种各样的精彩
等着你去发现，就一如散文“形
散而神聚”。 只要你善于发现，
生活还是充满着希望和阳光
的。作为教师，在面对孩子们纯
真的笑脸、家长们由衷的赞美、
同事们真诚的帮助时，那一刻，

我的内心充满了阳光。 这一缕
阳光会驱散内心的阴霾， 照亮
前行的道路。 这时生活就像是
快乐的诗歌， 唱响着生活的美
好。

其实，生活就如写作一样，
你的生活真正的创造者是你自
己，芸芸众生就是你的读者。你
的生活状态就是你所希望表达
出来的内心， 但你的表达不是
每一个人都能读懂。 每一个人
的生活就是独特的， 你的生活
由你做主， 从而创造出别样的
精彩人生。 生活中影响你的因
素很多， 而人们经常关注到的
却是生活中的不美好。 因为人
们都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痛苦
放大，以期待可以得到“读者”
的安慰。 但却往往忽略了身边
的美好。就如每一篇文章一样，
都有他的亮点。

生活不易，且行且珍惜。也
许你一直抱怨的生活是其他人
所羡慕的。 你在羡慕着别人的
同时，也有人在羡慕着你。

徐卫君

最近把俄国列夫托尔斯泰
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
娜.卡列尼娜》和《复活》重新阅
读了一遍，由衷地赞叹作家的
睿智，佩服作家出神入化的对
人性的“心灵辩证法”的描述。

举个例子：《战争与和平》
问世至今，一直被人称为“世界
上最伟大的小说”，其中近千个
人物，无数的场景，国家和私人
生活的一切可能的领域，历史，
战争，人间一切惨剧，各种情
欲，人生各个阶段，从婴儿降临
人间的啼声到气息奄奄的老人
的感情最后迸发，人所能感受
到的一切欢乐和痛苦，各种可
能的内心思绪，从窃取自己同
伴钱币的小偷的感觉，到英雄
主义的崇高的冲动和领悟透彻
的沉思———在《战争与和平》这
部书里都应有尽有。

虽然我不喜欢作家早年思
想上对农奴制的美化，也不喜
欢作家在《安娜.卡列尼娜》中
最终安排了安娜的死亡，但我
不得不赞叹作家在卷秩浩繁的
长篇中把握住了每一个人物的
复杂而丰满的笔触！ 似乎每一
个人都可以在这部书中找到自
己的定位，这样的作品具备的
生命力是令人惊叹的！

同样道理，鲁迅先生笔下
的阿 Q、 祥林嫂和孔乙己人物
形象无不有力地揭示了旧中国

人民的生活场景和其处在水深
火热之中的病态。 毛泽东曾评
价：“鲁迅的方向， 就是中华民
族新文化的方向。 ”试问：这样
的作家创作的作品怎能不被读
者认可？

那么， 谁是作家？ 谁是读
者？站在新时代的我们，不能用
单一的思维方式去解读字面上
的意思吧！

在 110 指挥中心工作多
年， 我清晰地记得这样一个警
情：接警员接到电话“喂！ 110
吗？ 我……”，然后只听见挂断
的忙音；生命高于一切，接警员
立即回拨， 电话属于欠费停机
状态，怎么办？ 时间就是生命，
接警员马上用支付宝给报警电
话充了十元钱，开通之后，对方
用微弱的语音告知了地址，当
救护车接到准确指令将报警的
老太太送到医院时， 医生抢救
后告诫说：“再晚一步人就没
了”。 直到此时，接警员才轻舒
一口气，放下了心。

类似这样的警情，110 每
年要处置不少。我想，如果接警
员是一个小“作家”，那么她处
置警情的过程就是“作品”，作
品的好坏与否要看“读者”满意
不满意。显而易见，“读者”就是
报警人。

生活中有小“作品”，历史
中就有大“作品”。

一百多年前， 中国和阿富
汗一样战火纷飞， 和索马里一

样强盗横行， 和叙利亚一样难
民如潮， 和刚果金一样皮包骨
头瘟疫流行， 与利比亚一样任
人宰割。

现在， 阿富汗和索马里依
旧在战火中呻吟， 叙利亚和刚
果金依旧在灾难中沉重地挣
扎，利比亚人民仍在颠沛流离。
而中国已成为世界格局的重要
一极，世界向中国敞开了大门，
丝绸之路经济带从陆地从海洋
从天空连接起世界。 习近平总
书记说：“从 1840 年的鸦片战
争开始， 我们在复兴路上走了
170 多年， 从没有像现在这样
离这个目标如此之近！ ”

是的， 谁也挡不住中国成
为世界强国的铿锵脚步， 谁也
挡不住中国富强、民主、独立、
自主的发展势头， 谁也挡不住
中国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中
国梦， 新时代的中国就是一篇
宏幅巨作， 那么书写这壮美篇
章的“作家”是谁？ 如果把一个
政党看成是创造生活的“作
家”，我认为我们的执政党就是
一个大“作家”，因为她心中装
着“读者”。“读者”又是谁？当然
是我们的人民。是人民这个“读
者” 在历史的长河中选择了一
个伟大的“作家”！

由此可见， 浙江高考作文
命题： 作家写作时是要多倾听
读者的呼声？ 还是不为读者所
左右的看法，需要讨论吗？不妨
让实践去检验吧！

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
有一种观点认为：作家写作时心里要装着读者，多倾听读者的呼声。
另一种看法是：作家写作时应该坚持自己的想法，不为读者所左右。
假如你是创造生活的“作家”，你的生活就成了一部“作品”，那么你将如何对待你的“读者”？
根据材料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看法。
【注意】①角度自选，立意自定，题目自拟。 ②明确文体，不得写成诗歌。 ③不得少于 800 字。 ④不得抄袭、套作。

2019 年语文高考作文试题（浙江卷）

清净从容中尤生快乐

生活不易 且行且珍惜

谁是作家？ 谁是读者似梦非梦，似我非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