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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我的外公
文 / 陈静

春天的雨淅淅沥沥，春天的风和煦爽心，春

天的天空若即若离，让人亲近……清明节刚过，

不知不觉，我又想起了去世一个多月的外公。

从小我在外公家长大，外公经常带着我去种

菜，带我到处玩耍。高兴的时候，他总是让我们

叫他“外公老子”——一幕幕幸福的场景，至

今令我难以忘怀。

时间如流水，一眨眼，我长大了，外公老了。

不幸的消息传来，外公得了绝症，再见到他，已

经完全变了——他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穿着黑

色大衣，大衣上挂着一颗闪亮的党徽，蜡黄的脸

上没有一点血色。喝牛奶时，他的脸腮只有两根

骨头在轻轻地颤动，整个人骨瘦如柴……

妈妈嚎啕大哭，我更是不敢相信，身体一

向健朗的外公竟会变成这样！为了让外公安度晚

年，家人都瞒着他，告诉他“只要您好好养病，

病就会好的”，可这句善意的谎言却成了一场生离

死别。

为了让外公早点住进新建的房子，舅舅决定

提前“过火”，将他接来，享受热闹的乔迁气氛。

由于疾病的折磨，外公无法到外面走动，我走近

窗户，向他露出一个微笑，我想借着我的笑让他

坚强。然而，我从他的眼里看到的却是他在病魔

面前的无助——我知道，我敬爱的外公再也不

会像小时候那样，对我露出慈祥的笑容。外公盯

着我，缓慢地整理了衣领，手微微地颤抖着，拿

起一根香蕉艰难地吞咽。我想，那是外公对生命

的渴望，他努力地让自己多吃点东西，想要自己

振作起来，勇敢地对抗病魔。

外公，还是去世了！临终前，他握紧拳头，这

是他和死神抗衡的象征。可是最后，他还是没有

战胜病魔，他口中说那句“我争取活到90岁”成

了永远的遗憾！

外公，您可知道？您的子孙一次次在您的灵堂

面前跪拜，一次次泪如雨下，尤其是看见棺材里

的您时，哭得肝肠寸断，这一切都是因为失去了您！

您的离世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痛苦，你躺在那冰

冷的棺材里，再也感觉不到寒冷。

如今，走过外公种的菜地，仿佛看见外公

还在辛勤地劳作着；走过外公曾坐过的椅子，仿

佛看见外公还在戴着眼镜认真地看着报纸；走

过外公吃饭的桌子，仿佛看见外公还在一边喝着

酒，一边跟我们开心地聊着家常；走出外公曾住

过的旧房子，便看见了落日，在这圆圆的落日里，

我仿佛看见外公走过的一生，像是一场电影，放

映在我面前……电影结束后，我仿佛又看见了他，

他在对着我微笑着，露出了两排洁白的牙齿，还

是那么慈祥，那么和蔼可亲……

外公您安息吧！您的敦敦教导，我们会铭记

在心；您为人处世的作风，我们会当做榜样，处

处践行。愿您在天堂没有病痛，一切安好！明年

清明节，我们再带上一壶清酒祭拜您！

( 作者系双峰锁石中学初三 185 班学生 )

鲁迅向来是一个很尖锐也很耿直的人，爱恨分明，

敢说敢写。比如说，他痛恨沉默，于是在很多年前中

国岌岌可危国难当头的时候，他用他如矛般尖锐的笔

在纸上写下这句话。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

灭亡。”

沉默在鲁迅眼里仿佛是一种无可饶恕的罪孽，一

个恶行满满的敌人，一切苦难悲伤的源头。他无法忍

受千千万万人民之沉默，无法忍受中华民族将要倾覆

的苦痛。他回看，广袤大地皆失声，他回首，万里江山

俱沉默。于是他愤然挺身，以笔为利刃，在文章里的

战场上身披甲胄，义无反顾地向苍凉的远方纵马奔去。

纵千万人，吾往矣。看着他远去的高傲背影，史学

家忍不住又在历史里狠狠表扬了他一番。

鲁迅的愤然发声，也许是为了一份骨气，也许是为

了一份骄傲，也许是为了一个民族，也许是为了一个国

家。执著率性的他，固然伟大，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

浓墨重彩的坚毅一笔，然而，又是否证明那些保持沉

默的人就如此不堪？

不，我不这样认为。

沉默从不与懦弱画上等号，也从不代表着退缩。

回首中国近代的惨痛历史——抗战时期，社会尤

其动荡不安，苟且保存性命已实属不易，更何谈与强大

甚于自己百倍的敌人作抗争——草木皆兵，风声鹤唳，

哀鸿遍野，满目疮痍，以上种种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各种文学作品中皆可见一斑。

纵使情势一再恶化，局势一再危急，可还是有些

人在敌人的利爪触及不到的地方悄悄地却又坚定地尽

着自己的绵薄之力，想要聚少成多，以众人的气力拉起

颓圮的城墙和民族的自由。他们或许是共产党员，或

许是普通老百姓。他们从不声张，不会冲向日本鬼子

大喊：“我要消灭你们！”他们选择默默地隐匿在暗处，

用一种沉默的方式抗争着，用一种无言的行为反抗着。

在那个时代，沉默的背后，是难以想象的痛苦和

令人颤抖的鲜红印迹。

他们是沉默的，可他们可曾有过恨意？犹记得当年

山坡上血染草坪的放牛郎王二小，年纪小小却至死不

肯透露八路军的行踪；犹记得当年刘胡兰被缚上刑场，

正气浩然咬紧牙关不做叛徒；犹记得那么多的中国人

倒在战场的血泊中，却仍有人默然捡起烈士留下的枪，

拾起缠着红布的大刀，前赴后继开向黑漆漆如蚂蚁一

般正在爬满前方的敌军……

那么多的人在沉默着不说话，可他们的行为却不沉

默。他们匮于言行上的华丽，却用行动上的伟大来证

明他们的沉默并不软弱。

回想着当年烈士们的无上勇气，我不禁想到了一句

话——“此时无声胜有声。”其实啊，沉默的人们从不“沉

默”。我想，他们只是不说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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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以“这世界需要你”为题，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的文章。

要求：1、自定立意；2、除诗歌外文体不限；3、

文体特征鲜明。 

直抒胸臆，教你写好“高冷”命题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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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界需要你
文 / 黄可玥（长沙市长郡中学 1510 班）

人若惜，皆可怜；一纸笔，千句言。这个世界需要你，各放异彩尽欢颜——2011 年山东省高考语文作文中
的这一句题记，为小作者带来了一个漂亮的满分。

这个世界需要谁？却不是只有“小状元”才有答案。虽然该作文命题只有 6 个字，十分“高冷”，但我们今天“挑
战高考作文”的小作者也看中了这个命题——这一次，她又想告诉大家什么呢？ 

透过历史叹世界——

这是一道命题作文。命题作文的关键，就是

要解析清楚题目中的要素和要素之间的关系，从题

目所给的信息量确定立意。“这个世界需要你”，旨

在唤起当今社会人们的责任感，唤起人们的社会

道德感，呼吁人们加强个人的素养建设，为社会做

出更大贡献。

显然，小作者的作文主题完全符合命题需要，

在立意部分能拿满分；这个题目讲的是“这个世界”

和“我”的关系，而本文很巧妙地借鲁迅先生入题，

展现了日积月累的课外阅读知识，内容部分能加分；

紧接着，摆上“我”的观点，用点评的形式直入正

题，聊起“我”与“世界”的关系，有代入感，表

达形式可加分。

另外，本文叙议结合，贯穿始终，体现了小作

者娴熟的文风。文字精炼、不啰嗦，将此命题需

要的“人文性”与“包容性”展现得淋漓尽致，发

展分加分。总之，结合四个部分，本文称得上一

篇高考佳作。

这个世界需要你，这是一个很宽泛的题目，这

个世界需要怎样的你，需要你去做什么？本文的可

贵之处在于选取了一个特别的角度，这个世界需要

沉默的人，把你具体化为沉默者，默默做事的人。

立意不同凡响，这就打开了一个新视角，而且敢于

对名人名言发表不同见解，尤显勇气可嘉，所以本

文胜在思想的深度上：沉默不等同于怯懦。另外

内容与表达上皆可圈可点，内容丰富，素材新颖。

但是，小作者在行文过程中有一些不足。一是

解读欠准确，“沉默啊……”一句，并不能看出鲁

迅憎恨沉默，因为“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

亡”原本就点出两种可能，一种沉默是在积蓄力量，

一旦时机成熟，其力量必将如火山喷发一样摧枯拉

朽，势不可挡；另一种沉默是麻木不仁，逆来顺受，

其结果只能是灭亡。其二，所举事例不能为观点

服务。王二小、刘胡兰均不是沉默的代表，二小

小小年纪，便主动加入儿童团站岗放哨，这是积

极投身抗日革命事业，与沉默不搭边，刘胡兰也一

样。三是文章题目“这世界需要你”中“你”不很

明确，作者的主要观点想说却没说清楚。作为一篇

高考习作，导入自己的观点太慢，前面内容太拖沓，

直接用“沉默啊”那句导入，然后再驳再立就可以了。

观点必须明确，“你”指默默无闻的人，不能含糊；

事例要经得起推敲，可以用潜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

作者的事例、战斗在科研一线却几十年不为人知的

科学家等人的事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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