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目遇，何以成色？

编者按：
每期的“挑战高考作文”我们都精挑细选，生怕不够精彩影响阅读量。也许正因为如此，有读者反映，他们听到的总是专家们的赞誉，

批评之声甚少。想想也有道理，对于一些褒贬不一的文章，或者水准不是特别高的文章，我们偶尔也要发一发，也要让专家们说说
为什么不够好，怎么改正。所以，今天就编发了这样一篇文章，两个专家的看法也不尽相同：认可的放肆表扬，不认可的批评起来
也不客气……

如果你或者你家的孩子也有写得不错的作文，同样欢迎投稿，带上好作文，一起上“课堂”！
联系方式 >>  QQ：112763617      微信：13549641252

剔红是指在漆色中剔去红色

后余留的部分。朱红既除，便与

工艺扬镳，但这个名字却仍执拗

地想让人了解隐藏的令人泫然的

疼痛，急欲澄清真相。事实也

正如它所料，若无此名，谁能于

斑斓中驻目留白，于浅象里理解

深意呢？ 

这是艺术内“目遇之，是否

就能成色”的探讨，复杂的色彩

调度并非即见即知的。倘将此置

于人事，便成认与识的误会。事

物入眼却未必识得其中曲折，这

是目光的局限。

新闻中，公交车乘客抱怨小

男孩的母亲让大家等太久，而当

残疾母亲瘸拐着上车时，众人才

醒悟自身判断思维的莽直。

有人直指乘客缺乏人文关

怀，却不曾想此种局限是无法规

避的。鉴赏家难以知晓创作的来

去，旁观者也鲜少通透事情的

始终。

孔子受困绝米。颜回得而焚

之。孔子见其偷食，诘之，回

解释饭粒入煤，只好攫而饭之。

贤如孔子，亦有见惑于事物

表层之时，况乎泯然众人？所见

上的局限无可厚非，但误会的成

因却不仅在此。人们把认、识

看作一体，却丢了中间一环——

理解。局限和丢失同酿，才发

酵成了误会。夫子之贤正在于他

对理解的重视，对迫在唇齿的

呵斥的控制。他否定了“认”决

定“识”的模式，提供了“理解”

事物的可能。于认、识间加入

理解，似乎与习惯枘凿，但这却

是对人事多层次性的基本尊重。

如何不丢失“理解”是个

磅礴的论题，其宏旨难以捉摸，

但基本经纬也无非横纵两向。

理解的纵向发展只要求联

想事物轨迹再对现状进行评价，

若能力不及，耐心等待事物自然

发展也能达到与其同等的效果。

曾有记者不解周总理在文革中的

忍耐，认为这有损总理大义凛

然的形象。设想，总理若起众

力反抗，中国必将又重蹈战火，

即使得胜，中国将落后西方多少？

总理只能尽力把错误降低，保

护老干部，所以文革中才仍有经

济初步恢复、中美建交、邓小

平的复出这些稍显欣慰的成果。

理解的横向运转则要求更严

明的逻辑。某些科学书对伽利略

向教廷自戕自己有“异端嫌疑”

讳莫如深；布莱希特更视此为

人格悖论。然横向思考，就会明

白个中无奈。彼时文艺复兴蓬勃，

封建势力仍旧深固。他的忏悔，

究其根本，是科学在愚昧中遭

到围啄的无奈，人文在封建下无

处安放的悲哀。所以他念完忏悔

词仍哀叹：“此刻地球还是在转

动。”

对总理和伽利略的理解看似

如史诗般遥远，与生活不及，但

理解本无大小之辩，新闻中屡屡

抱怨的乘客若能纵向思量弃人驱

车是否会造成严重后果，横向

考虑男孩独自上车请求等待是否

可能有隐情，也许误会就不会尖

锐得戳痛良心。

正如柴静所说，“惟有深刻

地认识事物，才能对人和世界的

复杂性了解和体谅，才有不轻易

责难和赞美的思维习惯”。“不轻

易”是慈悲的缓冲，它让“理解”

有时间灵活“认”到“识”的思

维过程。人事之复杂，常远于目

外，它们一如剔红的留白，需经

耐心的理解才能识明。

目遇剔红，何以成色？目遇

人事，何以懂得？

挑战题目 >>
2015 年重庆高考作文题——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作文。（60 分）

一个刚上车的小男孩请公交司机等一等他妈妈。过了一分钟，

孩子妈妈还没到，车上乘客开始埋怨，说母子俩耽误了大家时间。

这时，那位腿有残疾的母亲一瘸一拐地上了车，所有人都沉默了。

 要求：1、结合材料的内容和含意，选准角度，明确立意；2、

自拟标题，自选文体（诗歌除外），不少于 800 字；3、不得套作，

不得抄袭。

挑战选手 : 樊依蓉（长沙市南雅中学 1512 班 ） 

拒绝“被安排”，走向成长
——《楚门的世界》观后感

文 / 殷言舜
昨晚和老师同学们一起观看《楚门的世界》。这是

一部回味无穷的电影，不得不使我感叹剧情的离奇，导

演的奇思妙想，以及它所带给人的深远的思想价值。

电影讲述的是一个节目公司收养了一名孤儿，这名

孤儿从出生开始就是电视剧“楚门的世界”的主人公楚

门。他的生活被安排在一个巨大的摄影棚所笼罩的城市

中，他身边的一切，他的亲人、朋友、爱人都是虚假的，

甚至世界中的月落日出、云卷云舒、清风雨露都是创造

出的布景，而他自己却对此一无所知，在这片虚构的世

界里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

出现在全球百姓的眼前。直到三十岁那年“亡父”的突

然出现、初恋情人口中透露出的真相，让他发现一生都

活在一场骗局中，他不惜以死相抗，逃出了囚禁他三十

年的谎言，逃出了这好似梦幻泡影般的世界。

在我感叹完它吸引人的离奇剧情之余，稍令我感到

疑惑的是，影片中并没有展示楚门历经风雨逃离这个囚

禁了他三十年的世界后的经历，没有展示出外面的世界，

那个亦或花团锦簇，亦或风尘仆仆的世界，而只出现了

一个黑暗的走廊。或许这暗示着楚门即将面临着一个

未知的世界，这个世界同样充满了欺骗，每个人最真挚

的灵魂都埋在巧言令色的虚伪之后，在这个芸芸众生的

人间，大多数人的心灵和声音都在人海涌动中被冲淡，

最后化为一缕清波湮灭在梦的沉沦里。外面的世界很

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可楚门还是带着一如既往的

微笑和问候，走入了这个缤纷却无奈的世界，一切从

零开始。

细想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楚门，我们每个人都

有过一段被安排好一切的童年时光，一段拥有过最纯

真梦想的时光。但在时光的轮回里，我们的身姿会变

得挺拔，我们的内心会变得强大却又复杂，我们会渴望

自由，渴望着一个陌生的城市，即使童年的梦想会被未

来的风雨所淋湿，有可能在万丈豪情的沉沦后过着与周

围人一样的生活，却也无怨无悔。

 生活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或许做对了，或许做错了，

却都是人生必须经历的路途。就像影片中楚门原本可

以在得知真相后依旧生活在那场谎言中，在万众的注视

下由强壮变得苍老，在全球百姓的眼中消磨掉独特又荒

谬的一生，他的名字和故事也顿时破碎而成人们茶余

饭后的笑谈——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走出骗局，

正如我们选择了成长，选择了走向未知的风尘人生，走

向了滚滚人海，走向了自由和尊严。我们的世界也正如

楚门的世界，但这世界绝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

方——这“诗”，也恰恰是自己灵魂深处的呼唤。

如果内心只缱绻于过往的欢声笑语和无忧无虑，那

么就无法使内心强大，就像黑暗的夜空中无法闪烁出璀

璨的星辰。在如尘世界里走向人海川流，这是一种内心

的成长，亦是一种内心的释放。我写就此文，感谢《楚

门的世界》给了我一次精神上的思潮。

（作者系长沙市实验中学高二学生，“99 后”少
年诗人，现为湖南省诗词协会最年轻会员。）

日常写作 >>
权威点评 >>

谢宗玉（一级作家，湖
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书
13 部。其中《时光的盛宴一
一经典电影新发现》《涂满
阳光的村事》《与子书》正
在热销中。)

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这

话我是认同的。但因文害意，

也不足取。比如樊同学的这

篇文章，就有点过分追求语

言的陌生化效果了。还是中学

生，就有学究气，这不是我

赞同的。说理文就要让读者

以最短的时间明白作者闸述了

什么观点，是否足以让人信服。

只有那些自己都没搞明白自己

观点的人，才不敢亮剑，要

把文字弄得云遮雾绕，讳莫

如深。在这一点上，我是特

别厌恶所谓的学院派。何况，

高考作文，不管记叙文还是

议论文，当“快意恩仇”，完

全没时间磨蹭。

当然，这篇文章，小作者

其实还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能透过表象看本质，一针见

血地指出“惟有深刻地认识事

物，才能对人和世界的复杂

性了解和体谅”。

蒋双武 （高考阅卷老师，
长沙一中语文教师，长沙一
中开福中学校长助理）

剔红并非真剔，余留自有

深意。误会源于认与识中少了

理解，而理解的纵、横两向便

成了真相。多么深刻而独到的

理性认识！再辅以充分的典型

事实，有理有据，层层深入，

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同时，文

章很有章法，语言凝练，逻辑

性强。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

写高考作文当“快意恩仇”
听专家分析中学生作文的“学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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