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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包客们的脚步慢下来，目光停驻
于大佛那宛如一泓秋水的面庞。我心中
的一切躁动都被拂去，归于沉静，宁心审
视文化洪流中自己的角色。

并不是未曾醉心于中国传统艺术，
但几年的国画研习，我似乎总也兜转不
出浓淡干湿、勾皴点染、野叟晚钓、溪童
迟归——泥古不变的定法。了解到近
代世界各大流派竞相争艳，我不禁对传
统艺术的停滞有些失望，转而拥抱外来
文化的潮流。

隔壁展厅里，不知团团围着什么。
“我赌是断臂维纳斯。”“《圆明园四十
景》好吧！”耳边有人争论。我探进密匝
匝的人墙，正中竟无一件展品。

只有青年五六人，席地围坐，各执
毛笔，面前铺展着毡子和宣纸。我很
快锁定了其中唯一的那个亚洲男性面
孔，男青年舔尖笔锋，勾点皴擦，博物
馆里行色各异的人们就这样呈现在画
面上。其动作之自如，说是作画，更像
是执笔挑破银镜盘上初凝的水雾，现
出其下明朗的映像。一不留神，我惊

异的神情也被他添在镜中了！
孩子们拥上来，淡色的瞳孔闪着求

知的欲望，一众青年便将画作分发给他
们留念，我得以趁机和黑发青年搭话。
他一开口，便知是藏族人无疑了。黑发
青年已定居巴黎五年，平日丹青水墨常
伴，四处写生，吸引了颇多法国青年。“其
实我画的也不算传统国画，稍稍拓展题
材和风格，融入当地风土。”男人胸脯一
挺，似乎对他的便携改良毛笔格外骄傲。

他特别推荐我们去看下一展厅的
几尊佛像：“算起地缘，大佛算我老乡
嘞，酒泉人。”这玩笑话怎么听都带着苦
涩。“我也算追随着它来到这儿，历史改
不了，但还是希望做些转变，中国人，不
必像从前那样被动地‘打开’自己的文
化宝库。”告别后，我反复咀嚼着这番
话，转入旁厅……

此刻，洞察人心的大佛向我们垂目。
一切都在这恬静目光的笼罩下变

得明晰——是时候为这场没有赢家的争
辩画上句号了。

有人高唱文化已死，有人将传统拥

在最高王座，有人把眼光投向别人的天
空，忘了自己脚下拥有什么。有人认为
开放即被“文化入侵”，以自信之名，藐视
一切陌生的声音。而这恰是种种由内而
外的自馁，让我们无需他人的恶意入侵，
便不攻自破了。真正喜爱一种文化的
人，总是乐于敞开怀抱，真心欣赏他人，
尽力完善自身。最终，让来自不同文化
背景的人们，自发地关注、了解、热爱于
此，文脉的长流常新因这样的“打开”即
成必然。

通过一次旅行中的偶然际遇，写出
作者对文化自信的思考。作者有过对
传统文化出路的困惑，在异国他乡，从
一个青年的画作和言语中，悟到了传统
文化创新即“打开”的重要方法，是要在
新的情境中做调整和改变，在“打开”中
获得新的发展契机。个人“小”的行迹，
和对“大”事情的思考，巧妙交织在一
起，显示出真诚探索的可贵。

点评点评

打 开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 曾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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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练 读出材料层次 分层打开思维

本期关键词：

本期嘉宾：冯淑娟（北京市陈经纶中学语文特级教师）

张宏平（北京市陈经纶中学语文教师）

读材料 拓思维

此题是 2024 年高考语文（北京卷）
大作文的第（2）题，是一道全命题作文。
命题人在题目“打开”之前设置了丰富的

“引题”文字，考生根据所提供材料进行
思考写作时，应确定“谁”打开、打开什
么、在什么情况下打开等问题。通过对
本题的练习，我们发现学生存在的写作
痛点是因材料阅读不深入，造成思维打
不开，影响文章的选材和立意。

下面以本题为例，谈谈如何读出材
料的三个层次，进而打开写作思维的方
法和策略。

第一个层次：
读材料，搜集生活素材

材料“个人成长需要打开视野”这个
语句，引导考生围绕“打开”这个词，联系
生活展开想象、营造情景，从而构思文
章。考生一定要围绕生活中的故事，思
考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故事。

第二个层次：
读材料，思考价值定主旨

在第一层次的基础上，思考“打开”
给自己带来的作用和价值，自我认识有
了哪些新的提高，定位新认知、新思想、
新提升，深入思考“打开”的作用，以及自
己焕发的新气象，人生的新境界、新格局
和新局面。进而由个人生发开去，联系
一类人、一群人写“打开”的作用，挖掘

“打开”承载的情感和思想意义，或者赋
予其象征意味，处理好具体动作之“实”
与承载意义之“虚”之间的必然关系。

第三个层次：
读材料，设计细节写故事

题干中有“写一篇记叙文”的要求。
结合材料中“故事”这个词语，叙写故事
过程中，考生要重视细节的捕捉和刻画，
重点写“打开”之际的感受，“打开”前后
的心理变化、思想的震动。考生从讲“故
事”的角度，确定故事的描写重点，有声
有色地表现“打开”带来的新变化，引发
的新感悟，带来的新气象。故事的中心
环节要围绕“打开”展开，让“打开”之前
与“打开”之后的情节形成波澜。

个人成长需要打开视野，人际交
往需要打开心扉，科技创新需要打开
思路……打开，发现新的自己；打开，带
来新的气象。每一次“打开”，都有一段
故事。

请以“打开”为题目，写一篇记叙文。
要求：思想健康；内容充实、合理，有

细节描写；语言流畅，书写清晰。

试题再现试题再现▶

写作指导写作指导▶

学生习作学生习作▶

凛冽的风在西北不息地吹拂了亿
万年，吹出了万里黄沙，吹出了大漠孤
烟。无尽的寒风也拂过一个汉朝青年
的面庞。他面前，是难得打开的陇西
城门；远方，则是落日孤烟。他的名
字，叫张骞。

那是建元二年间的旧事了，匈奴人
占领西域，攻打月氏国，威胁大汉的边
疆。那时的张骞只有二十五岁，怀揣着
对大汉的满腔忠诚与热忱，挺身而出承
担起出使西域联合月氏的责任，踏上了
漫漫征程。而陇西，是大汉在西边最后
的一座关隘，出了陇西，再无故人。望
着莽莽黄沙与缕缕烽火，张骞的内心却
只有一个想法：我要让边疆的百姓不再
担惊受怕，不必日夜紧锁城门；我要为
大汉打开西域之路，让我们与远方的盟
友互通有无，自由地走过这片土地！

这趟旅途注定是危险的，除了突
如其来的狂风沙尘、暗夜潜伏的猛兽
毒蛇，更令所有人恐惧的是盘踞在沿
途的匈奴大军。果不其然，一日，不知
从哪里冒出来一支队伍，马蹄声如雷
鸣般震耳，刀光如霜雪般寒冷，轻易便
俘虏了张骞的队伍。张骞并无惧色，
他心下暗想：若我牺牲在此处，那便是

死得其所；但只要我一息尚存，我便不
会忘记自己的使命。

当镣铐被解开时，令张骞意外的
是，匈奴单于并没有处死他，反而大方
地赐予他珍宝与官位并赐婚，但要求
他不能离开驻地一步。十年的时光，
人们都觉得张骞沉寂了下来，甘心留
在匈奴草草一生，但只有他知道，自己
的内心依然滚烫，他从未忘记自己的
身份是汉朝使节。信不弃功，知不遗
时。他所等待的，只是一个时机。

一个寂静的夜晚，天空被浓墨涂
染，无风无月。张骞悄悄地溜出了住
处，一路上他都提心吊胆，心跳声仿佛
打鼓一样。此时，稀疏的守卫早已沉
沉入睡。轻松地，城门打开了，张骞看
到了十年前的景色。就这样，破晓时
分，张骞带着侍从飞驰在广阔无垠的
大漠中。他的背后除了冉冉升起的朝
阳，还有他的故国、他的长安，只是，张
骞清楚地知道，他的使命还没有完
成。他的目的地，是西边的月氏。

几多波折几多坎坷，他走过西域各
国，详实地记录下风土人情，更是将大汉
的威名传播万里。最终，他叩动了月氏
的城门，只是，却是闭门羹。月氏已不愿

再与匈奴为敌，只想安居一隅罢了。
张骞返回了阔别十三年的大汉。

这一次，迎接他的是敞开的大门与夹
道欢迎的人群。皇帝迎接他，文武百
官敬服他，百姓感激他，而他只是平静
地汇报着所见所闻。他清楚地知道，
这些话语的重量远胜众人的赞美。

几年之后，张骞又一次站在了陇西
城门前。只是这一次，城门大开，商胡
贩客，日款于塞下。后世史书中，称张
骞打开的这条贸易与交流之路为“丝绸
之路”。中国向世界打开了自己的大
门。这一次“打开”传诵久远！

打 开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 李尚同

小作者对张骞出使西域的功绩，
有着非常生动的描述，重点写了第一
次远行的困境，以及主人公在面对困
境时的信念和执着。本文多用细节来
刻画人物性格，人物形象鲜活如画；也
多用环境描写来衬托人物性情。对比
手法在本文中的娴熟运用，廓大了行
文空间，增加了行文感染力。本文用
讲故事的口吻来写作，语言简洁，拉近
了与读者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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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掌握读出作文试题导语文字层次的方法，对于理解题目要求、把握写作方向、打开写作思

维非常重要。这不仅有助于大家构建文章结构，还能确保内容紧扣主题。下面分享一些步骤和技

巧，希望能帮助你分层理解和划分作文试题导语文字的信息，为考场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