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吵起来了。”妹妹撇嘴：“真

烦人。”

我听见外头爸爸和奶奶的争吵，

爸爸一直想给奶奶买一台智能手机，

奶奶总是不愿意，说智能手机不好，

吵着吵着，爸爸骂起来了：“这个时代

没个手机寸步难行，你怎么总是这样

固执？”

我的奶奶确实固执。从乡下老

屋来了城市，她是这也不满意，那也

不满意。她不满意生活习惯就算了，

她对智能设备是厌烦透顶，对智能化

的时代是敬谢不敏。她总说：“我们

那儿没有这样的。”

我向来不喜欢她。她的白发，脸

上的皱纹，黯淡的衣服和古怪的气

味，总能让我想起“她们那儿”，那个

在我脑海里是黑白破旧的时代。我

老是和她吵架，嫌她烦。

妹妹在玩游戏。5岁的她操纵起

人物来很是熟练。我觉得屋内有些

闷，打算到楼下透透气。我换了衣服

下楼，在花坛旁坐了一会，又走走，走

到了超市里。

我买了一瓶水准备结账，看见我

奶奶也来了。她要自己买菜自己吃，

不和我们一起。我不想让她看见我，

寻了一个地远远站着。

超市里的菜市是绿色的，到处都

是绿色。我的奶奶拿着红色的塑料

袋，穿着皱巴的，单老人喜欢的花色

上衣和黑色裤子，穿着布鞋。她看了

又看，专把皱的菜拎出来放进袋子去

结账。超市只有用线上支付的台子，

没有售货员。我看见她的迟疑与困

惑。她走了好几圈，寻了一个高个子

男生询问。她只有男生的胸口那样

高，看起来不到男生一半宽。她说话

口音很重，男生不耐烦走了，她就站

在那里，抓着袋子，呆呆看着人们汇

聚到台子旁，又离开。

我 觉 得 很 心 酸 ，便 走 去 喊 她 ：

“奶奶，我给你结账。”她吓一跳，见

着我又高兴了，把袋子给我。我们

去了台子结账。她看我拿出手机，

问 我 ：“ 这 个 要 用 什 么 手 机 结 账

吗？”

我说：“是的。”

她嘀咕说：“我都不会这些。”

台子报出了价格，她又吓一跳：

“这菜这样贵？”

我不知怎么说，说了句：“没事。”

我们一同往家走，她拎着那么

个破塑料袋子和我讲她在老家种

的菜。我也没有像以前一样打断

她。她和我讲她的地，她下蛋的老

母鸡，讲她以前是个种地能手。她

是一个瘦小的，不到我肩的，大字

不识的乡下老太太，但她能种出那

样多的菜。

“你买个手机吧。”我说，“我教

你用。”

她迟疑了一下，点点头。

我觉得，我们和解了。不单单我

们，两个时代和解了。开头在一派祥和氛围中师徒二人剑拔

弩张：师傅卖老北京传统兔儿爷，徒弟卖创

新的兔儿爷，传统和创新的较量不分胜负。

关键时刻，一名金发碧眼的年轻女子带着一

名小姑娘，师徒二人心理活动合情合理。小

姑娘喜欢樱桃嘴的萌兔儿爷，徒弟自然得

意，但得知这是为 90 岁的太爷爷挑选礼物

时，徒弟内心起了冲突：太爷爷从小生活在

北京，而今在台湾，自然是怀念老北京传统

的兔儿爷，觉得师傅的兔儿爷作为礼物才合

适。于是，“三瓣嘴”与“樱桃口”的兔儿爷和

解了，也就是传统与创新和解了，师徒之间

的矛盾和解了，师徒内心的冲突也和解了。

除了标题，全文没有用一个“和解”，但将“和

解”表现得充分而有韵味。以一个生动有趣

的故事表现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重大

主题，既引人入胜，又耐人寻味。能在考场

上写出这样的佳作，让人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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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区一模作文题：

记叙文怎样既有“意思”又有“意义”
北京市十一学校特级教师 雷其坤

北京市海淀区高三语文一模作文题

有时候,和解是一个完美的结局;

有时候,和解只是一个故事的开头。

有时候，和解是消除争议的方案；有

时候，和解只是无奈的选择。有时

候，我们需要和解；有时候，我们拒绝

和解……

关于“和解”，你有怎样的联想和

思考？请以“和解”为题目，写一篇记

叙文。

要求：思想健康；内容充实，有细

节描写；语言流畅，书写清晰。

这是一道命题作文，标题是核心，

作文要紧扣标题“和解”来立意、行文。

“和解”是一个常用词，不难理解，审题

难度不大。“和解”的前提是有矛盾、冲

突。那么，由矛盾、冲突到和解，必然涉

及到主体，这主体可以是人与人，也可

以是群体与群体，国家与国家；可以是

人与自我的内在的和解，也可以是双方

之间的外在和解，甚至可以是多方之间

的多向的和解。

作文题有引导语，这是命题人的良

苦用心，目的是帮助学生打开思路。引

导语共三句话，是从三个维度对“和解”

作提示。每句话中有两个分句，用分号

隔开。审读引导语，有助于立意、构思：

“和解”可以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也可以

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可以主动寻求“和

解”，也可以坚决拒绝“和解”……引导语

在6个“有时候”之后还有省略号，给考生

充分的自由空间。

记叙文的写作能力，很大程度体现

在讲故事的能力上。如果说议论文是

“表达”，直接将自己的观点、态度说出

来，那么，记叙文则是“表现”，要演绎一

个精彩的故事来表现主旨。记叙文的主

旨不是直接说出来的，固然可以巧妙点

题，但不必通过很多议论来突出主旨。

有的作文在开头、结尾都有大段议论，这

样“穿靴戴帽”的记叙文面目可憎。优秀

的记叙文有鲜明的文体特征，以故事情

节表现主旨，不点题也不影响其表现。

优秀的记叙文，故事要“有意思”，引人入

胜，又要“有意义”，耐人寻味。

由 矛 盾 、冲 突 到 和 解 ，情 节 有 逆

转，这逆转是否自然而合乎情理，是决

定作文高下的一个重要因素。记叙文

要 让 人 觉 得 真 实 可 信 而 不 是 胡 编 乱

造，即便写的是虚构的故事，也要有艺

术的真实。

写作记叙文是创造性的劳动，有的

作文或“复述”历史事实，或“复述”名人

故事，创造的成分很少，这就好比是在

已有的树干上添枝加叶，哪里比得上生

长出一棵树呢。当然，故事新编，借旧

瓶装新酒，另当别论。

【题目】 【名师导写】

【考场一类文】

天色暗了，大栅栏商业街已亮起了点点

灯光，游客们正在这片同时散发着古老和现

代的文化街区观光，在这一派祥和的氛围

中，小店里的师徒二人却仍在剑拔弩张。

小王看着柜台另一侧的师傅，心中仍暗

自较劲，他想借着这个文化节劝劝师傅，别

再死守老掉牙的传统制作。小王和师傅一

人站一个柜台，师傅卖他的老北京传统兔儿

爷——骑大象老虎的，威风堂堂；他卖他创

新的萌兔儿爷——樱桃嘴，眯眼笑。可到了

晚上，二人各卖了十二个，仍未在传统和创

新的较量中，分出个胜负。

另一侧的师傅老张叼起根烟，装作轻松

地看着窗外，而心中也在犯嘀咕，“这老手艺，

老文化就非得变得不像样才能传下去不成？”

店门开了，一名金发碧眼的年轻女子带

着一名小姑娘走入这家摆满兔儿爷的小作

坊。老张心想不好，年轻人喜欢潮流，怕是

要买那“萌”的去。小王暗叫不妙，外国人买

老玩意儿，没准更懂行，可能会挑个传统款

式。二人各上前一步，同时开口道：“您好，

老北京兔儿爷，里边瞧瞧？”说完，又互相看

了对方一眼。

年轻的外国女子一愣，随即开心地笑了：

“转了一天，可让我找到了。今天来这儿，专

门就是为了买这个小兔儿爷！”她又补了一

句，“别看我是外国人，我可会说北京话。”

小王和老张争先恐后地给她推销起自己

站的柜台里的兔儿爷来。小王争着讲他配色

的明亮可爱，老张抢着说他形象的寓意深

厚。两人你一句我一句，都忘了一旁随行的

小女孩。她转了一圈，举起一个圆脑袋，樱桃

口的小兔儿爷说：“妈妈，我要这个！”

老张一惊，叹了口气，小王则欢天喜地

地为兔儿爷做好了包装，看来，今天这场较

量，就要结束了。年轻女子摸了摸小孩的

头，“那就送给太爷爷你挑的这个吧。”

“太爷爷？”小王一愣。

“对呀，太爷爷九十岁了，人在台湾回不

来，总是念着小时候生活的北京城，说串胡同，

逛厂甸，听鸽哨，八月十五请兔儿爷……这两

年，年龄大了，说话也不清楚了，我就想着给他

送一个老北京兔儿爷，让他想想家乡。”

小王看了看两个柜台满满当当的兔儿

爷，对面的老张看着他，那目光像说“你就给

人老爷子送这个？”而身旁，小女孩又摸着可

爱的新兔儿爷爱不释手……

“那这样”，小王下了决心，走向师傅的

柜台，拿出了一个守着正阳门的传统老兔儿

爷，“我呀，再送您一个。孩子选的，她留着，

这个，算我送给老爷子的。”

“呀，那真是太好了！”年轻女子开心地笑

着，“等她太爷爷看到两个小兔儿爷，一个老一

个新，一定会对传统的北京文化充满信心的！”

“问老爷子好，您告诉他，甭管老的新

的，只要是我们的文化，我们一定会把它传

承好！”老张也笑了。

就这样，店里的兔儿爷，大小新旧，都摆

到了一起，那记忆中的老模样有了灵气，而

新形象的小玩意儿也添了底蕴。不论是三

瓣嘴，还是樱桃口，都和和美美地讲着文化

古都的故事。

和 解
海淀区考生一

和 解
海淀区考生二

点评

此文写出了厚重的生活况味。

奶奶从乡下来到城市而格格不入，

她怀旧，不用智能手机，与家人发生

矛盾，产生冲突，内容真实而有冲击

力。这是无数个家庭的缩影。作者

巧妙借助一个特定的场景来促成情

节的转折：奶奶去买菜，没有智能手

机而无法结账。“我”本想躲开，但目

睹奶奶的困窘、无奈而觉得很心酸，

于 是 帮 助 奶 奶 结 账 。 回 家 路 上 ，

“我”不再打断奶奶讲她在老家种

菜、养鸡，奶奶不再反对“我”教她使

用智能手机的提议。这样的和解，

真切地触及人性、人情，深切地反映

社会现实。

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