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谓位置是社会给人提

供创造价值的平台，而价值是

人通过自身能力与努力对社

会的贡献。可以说，位置的存

在使人创造价值成为可能，而

价值是位置存在的意义。

没 有 位 置 的 帮 助 ，不 能

创造对社会的价值。从屈原

的“时缤纷其易变兮，又何以

淹留”到韩愈“一朝封奏九重

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从柳

永 的“ 黄 金 榜 上 ，偶 失 龙 头

望”到李白“余亦能高咏，斯

人不可闻”。官场失意的诗

人笔下，抒发愁苦心情的诗

句不胜枚举。他们为什么在

贬 谪 或 落 榜 后 ，大 泼 笔 墨 ？

他们愁苦的又岂是“五斗米”

的生计，不就是因为才华满

腹，也需要合适的位置才能

创造他们想为社会贡献的价

值吗？司马迁以天地为量，

不计小耻，背负着父亲穷尽

一生也未能完成的理想，在

坚忍与屈辱中，完成那个属

于太史公的使命；到苏轼为

一城父母官，洪水来临之际，

誓与城共存亡，保一方百姓

安虞；敦煌女儿樊锦诗用一

颗初心坚守大漠，择一事而

终 一 生 ，甘 于 奉 献 、勇 于 担

当，铸就“莫高精神”；快递小

哥，无论风雨，准时将快件送

到我们手中，满足了现代人

快节奏的生活。纵观今昔，

不论身份，创造价值的人们

在其位，忠其事，尽其力。

然 而 从 古 至 今 ，也 有 在

其位不谋其政的现象，身处

某个位置上，却没有创造价

值。究其原因，每一个位置

都有对能力和品德的要求。

一旦处于位置上的人自身能

力 不 能 创 造 与 之 相 匹 配 价

值，就会出现“德不配位”的

问题。宋徽宗对绘画的爱好

十分真挚，他利用皇权推动

绘画，使宋代的绘画艺术有

了空前发展，宋徽宗本人也

是古代少有的艺术型皇帝。

然而身处皇位却无意于黎民

之幸福、社稷之安定。皇位的

家族世袭，没有人来评判他是

否有在这个位置上创造价值

的德行与能力，德不配位，自

然不会创造理想的价值。

位置能够帮助人们更好

地实现自身价值，能让有能

力的人更好地为社会创造价

值。但是位置本身不能成为

我们的目的，而应着眼于其

背 后 能 帮 助 我 们 创 造 的 价

值。每个人的志向，能力不

同，只有找到适合自己能力

的位置，才能创造最大的价

值。在我们真正通过努力达

到那个位置的时候，才能称

作“以德配位”。

作者开篇明确了“位置”

与“价值”的关系：位置的存在

使人创造价值成为可能，而

价值是位置存在的意义。通

过正反对比论证，进一步指

出只有德行能力与位置相符

合才能真正实现价值，从而

得出结论，找到适合能力的位

置，以德配位，才能创造最大

的价值。文章从纵贯古今的

事例入手，深入探究原因，展

现了思维的深度，语言简洁

明朗。 （指导教师：魏 巍）

点评

位置与价值
北京市朝阳外国语学校学生 吴熙炫

关系型议论文重在考查

学生的思辨能力。厘清话题

中各要素的含义以及内在关

系，是写好关系型议论文的

关键。本文作者在首段对“规

矩”和“天性”两个要素进行清

晰的界定，并明确说明两者关

系，提出中心论点。在论证的

过程中，作者灵活运用道理论

证、对比论证、正反论证等方

式，行文逻辑清晰，有很强的

说服力。文章语言典雅流畅，

严谨中不失温度，如天性是

“内心的追求与欲望”，“鲜活

的生命力”，“真正的自己”等

为文章增添一抹人文温度，是

对“人”本身的关注，打动读者

的内心。（指导教师：吴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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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古人云：“规所以正圆，矩

所以正方。”规矩，即用来规范

行为的工具。有了规矩，我们

的成长才能有序进行。而天

性，则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特

性，是我们内心的追求与欲

望。有了天性，我们的成长才

变得独特而多彩。因此，规矩

与天性在人的成长中缺一不

可，而只有二者相互平衡，我们

才能得到更好、更健康地发展。

天性，除却本身的天赋与

兴趣外，还包括一些需要约束

的欲望和难以自制的本能。

《论语》有言，“以约失之者鲜

矣”，意思是“用规矩约束自

身，错误就少了”。反之，不讲

规矩，任凭天性发展，则会犯

下过错，不利于人的成长。每

个人都可能会有懒惰、自私等

瑕疵，如果不讲规矩，这些目

前看似微不足道的恶劣的天

性便会被放大，侵蚀整个人的

身心，为整个社会带来负面的

影响。假如没有了家规家训

和校规校训，文明礼让和勤奋

节俭的品质可能不再深入人

心，攀比、好胜等天性将诱导一

个又一个自控能力较差的人走

上歧途；假如没有了法律法规，

侥幸、好战等天性将使社会变

得无序，令世界不再和平。

规矩为安定的生活和良

性的成长提供保障，但若仅由

规矩约束而泯灭天性，便会使

承 载 着 万 物 的 世 界 变 得 单

薄。在文学方面，无论是明清

时期的八股文，还是清朝盛行

的文字狱，都表现出了灵活性

的匮乏。造成这种现象的主

要缘由便在于当时过重过硬

的“规矩”，剥夺了书生与学者

尽情思考与想象的天性，文字

的意义便也同富有创造力的

天性一起被打入了地狱。对

人的成长来说同样是如此，在

一定程度的约束和适当顺应

的天性共同作用之下成长的

孩子，往往更具有好奇心，思

维也更加敏捷；而严苛规矩下

丢失了天性的人只会变得刻

板而固执，成为单一而平面的

个体，缺乏鲜活的生命力。过

于关注行为的“不逾矩”，而忽

略并失去了真正的自己，好似

只剩下被枷锁束缚的空壳，失

去了灵魂。

在成长中，规矩与天性需

要形成平衡的关系，协调发

展，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

苏东坡曾云：“诗人例穷苦，天

意遣奔逃。”诚然，这也映照了他颠

沛流离却又丰功伟绩的一生。在我

们对他的一生进行感叹时，也应思

忖：是否是坎坷与困苦造就了他的

传奇呢？

“坎坷”二字皆从土，是为人生中

的摸爬滚打、挫折困难；“丰碑”是在

某一领域中屈指可数的成就，有永恒

的特点，让后辈敬仰、学习。坎坷犹

如一条布满高低错落的土墩子的道

路。虽可以远远眺望到终点，但其艰

险与苦难足以使人望而却步。道路

的尽头即为丰碑，到达它的必要条件

是越过坎坷，但其光辉成就是在痛苦

坎坷中思考、蜕变的人才得以完全拥

有，否则靠抄近道、借外力是万万不

能及的。

坎坷可以让一个人提高格局，

是通往丰碑的必经之路。一个人路

走得多了，自然驾轻就熟；一个人历

经千万坎坷与命运的蹭蹬，自然也

能渐渐释怀，胸襟澄然。因为在烈

火中赴过一遭，所以他在沸水中就

能矜平躁释，沉着冷静地分析问题、

整出条理、调动经验、解决问题。这

样的熟练和格局让人迈出通向丰碑

道路上扎实的脚印。陈寅恪先生在

文学道路上摸爬滚打，自己拥有一

套正确的价值观，于是不与“硕士”

“博士”名号争长短，而是埋头钻研，

以大学本科的学历荣获“清华国学

四大名师”之称；苏轼的人生中一次

下狱，三遭贬谪，历尽人间悲欢，心

胸得以开阔，才有了点醒众人的“物

与我皆无尽也”“归去，也无风雨也

无晴”的不凡哲思。可见，无论什么

领域的领军人物，都先得经过一番

历练，才能绘出人生中清醒的底色，

让其受益一生。可见坎坷在一个人

取得丰碑与成就的路上担当了教

引、点悟的角色。

人生中的坎坷对一个人的品格

有锤炼和提升的作用，让丰碑更加不

朽。无论古今中外，人在仕途不济、

事业谷底、流放、入狱的时候都处于

自身处境的低谷时期，郁郁不乐、愁

绪如麻。此时的坎坷可能起两方面

的作用：一种人对社会产生怨念，于

是更加啼饥号寒、叹老嗟卑；一种人

会注意到同样处于底层的人民，这

时，对自身的愁怨就会转移为对这些

人们的悲悯，如释迦牟尼深陷世俗之

苦中产生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的大勇和大爱。这种对广大人民的

悲悯一旦形成，便会深入价值观，以

后无论发达还是落魄，都会先为广大

人民着想，行“广济苍生”之举，达到

道德上的丰碑。苏东坡拥有流离坎

坷的一生，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发

展慈善救济事业，这是他在困苦中形

成自己最高的价值观——济世情怀；

杜少陵在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残酷

现实中饱经沧桑，却仍要冲破叛军的

阻碍寻找肃宗，为国谋划、为民忧虑，

也是在半生凄苦中历练出的心忧天

下之情。范仲淹所谓“居庙堂之高则

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同样

很好地涵盖了这样一种道德表现。

由此可见，我们在深陷坎坷中先要释

然，否则容易堕落，在此之后，坎坷让

个体成为一个更加怀有善心的“人”，

心中肩负着一种使命，便拥有了至高

道德丰碑。

人人渴望成功，但是所谓的成

功却不一定是丰碑。丰碑具有独创

性、先进性，是“屈指可数”的，而非

芸芸众生，更非呆板，所以到达丰碑

的坎坷也有意义。《儒林外史》中的

范进用了半辈子埋头苦学，生活确

实坎坷，虽然最后考取了功名，却也

只是会些谄媚的话语，没有实际本

事，这样的成功非但不是丰碑，还带

坏社会的“死读书”风气；王阳明为

了继承和发展儒学，游历四方寻找

真理，心智渐渐增长，拥有了自己

“格物致知”的一套理论。他们的坎

坷孰难孰易？我们不得知，但是拥

有清醒头脑的王阳明冲破死儒学的

囹圄，才得以永载丰碑。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在如

今社会，“借力”“速通”的风气往往盛

行，有些人指望走捷径，并且确实达

到了名号上的成功，从此自鸣得意，

以为找到了人生的捷径。然而，真正

的“丰碑”并非名号而是真才实学，真

正的道路也不能只是一帆风顺。我

们需要自己在平静如水甚至丧失斗

志的日子里，制造有益于自身发展的

困难、坎坷，才能使自己在名号、学历

盛行的时代中拥有真知灼见。

坎坷指向丰碑，踏过坎坷，加

以创新，自有云开月明，获得道德

学问丰碑之时。坎坷挫折是那糖

葫芦串上的签子，它刺穿了你的身

体，却成为你一生的脊梁，指引着

丰碑的方向。

坎坷与丰碑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学生 任可欣

此文从苏东坡的人生坎坷说起，

思考苏东坡的丰碑和坎坷的关系。

第二段在解释重要概念中提出了中

心论点：坎坷的尽头是丰碑，只有在

坎坷中思考并进取者方可以创造。

作者思维严谨，没有把“坎坷和丰碑”

的关系简答化，提出坎坷是丰碑的基

础，坎坷让丰碑更不朽的分论点，论

证有力。文章列举了苏东坡、陈寅

恪、杜甫、释迦牟尼、王阳明的例证，

素材丰富，行文流畅，最后还联系当

前人们只想要丰碑不想经历坎坷的

社会现实，呼吁人们勇于踏过坎坷，

去创立丰碑。 （指导教师：唐中云）

规矩与天性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丰台学校学生 于欣然

责编/苗 露 版式/王 慧 热线热线/8283714682837146 邮箱邮箱/kaoshibao@bjeea.cnkaoshibao@bjeea.cn

12 高考·作文 2023年2月22日 星期三

议论文怎样言之有物
例证法是议论文写作常用的论证方法。举例后如何进一步挖掘事例包含的事理？这是困扰不少考生的“难题”。本期

作文版且看三位作者如何用文字让文章论证严谨有力、言之有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