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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解读悟宏旨，细斟叙述得真意*

* 贵州省民族教育质量提升专项课题《立足“思维发展与提升”的作文教学策略研究》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2022FYJ001）

□ 杨通讴

摘 要：2022年甲卷作文紧扣新课标、选材新颖、导向科学，命意含蓄深邃，隐微不彰，此题目给考场内学生

和考场外教师和家长都带来了解读疑惑，产生了强烈社会反响，为今后高考作文命题树立了新的方向。本文从

“情节和人物的叙述重心”“情节技法过渡的表述”“情节内外人物的情感态度”“艺术手法和哲学原理”四个维度

予以解读，洞明命题人的真实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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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高考甲卷作文题解析

今年高考甲卷作文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该作

文材料取自经典名著《红楼梦》，其内容和要求既在考

查考生的文字理解能力、文学鉴赏能力，以及对《红楼

梦》整本书的阅读情况，也在考查考生阅读理解、信息

整理、辩证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等关键能力，还可考查对

传统文化精髓的掌握情况和文学鉴赏的思维方式及其

迁移融汇到现实生活的能力。其命题方式依然是以任

务驱动型材料作文为主，内容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

一核心，践行“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根本任务，并聚

焦到了对青年人的人文精神与价值引领，及优秀文化

和现实生活的互鉴发展上。

与2020年和2021年相比，今年第一次以整本书阅

读内容为材料给考生展示作文情景，将人文主题和知

识能力相融合，注重体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融合贯

通的独特育人价值，展现出时代对人才的发展要求。

这是一个信号，恐也将是今后作文命题的趋势。针对

这一题目，不少考生以为只要抓住贾宝玉的题额之妙，

即可提出正确的论点。笔者细读了多篇考试作文，发

现这些立意倾向要么是犯了断章取义的错误，要么是

出了盲人摸象的问题，都没有切准命题人的命意。

我们首先来看看2022年高考甲卷作文题：

2022年高考甲卷作文题：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

求写作。（60分）

①《红楼梦》写到“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时有一个情

节，为元妃（贾元春）省亲修建的大观园竣工后，众人给

园中桥上亭子的匾额题名。有人主张从欧阳修《醉翁

亭记》“有亭翼然”一句中，取“翼然”二字；贾政认为“此

亭压水而成”，题名“还须偏于水”，主张从“泻出于两峰

之间”中拈出一个“泻”字，有人即附和题为“泻玉”；贾

宝玉则觉得用“沁芳”更为新雅，贾政点头默许。“沁芳”

二字，点出了花木映水的佳境，不落俗套；也契合元妃

省亲之事，蕴藉含蓄，思虑周全。

②众人给匾额题名，或直接移用，或借鉴化用，或

根据情境独创，产生了不同的艺术效果。这个现象也

能在更广泛的领域给人以启示，引发深入思考。请你

结合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经验，写一篇文章。

③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

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

800字。（材料编号为笔者所加）

2022年甲卷作文除了紧扣新课标、选材新颖、导向

科学外，命意含蓄深邃，隐微不彰是最大特点，给考生

带来了解读障碍（仅贵州今年高考作文平均分较去年

就整体下降了4.5分），老师带来了审题争议，产生了强

烈社会反响。直至目前，审题解读仍然众说纷纭，不见

有多少令人信服的理性解读，这无疑会给今后的理论

研究、课堂教学等带来诸多影响。因此，很有必要继续

见仁见智地讨论一番，以透过题目现象，找到命意

本质。

一、就情节和人物的叙述重心解读

从题面看，题目材料很简单，只有三个自然段：第

一自然段为“题名”情节事由介绍；第二自然段承上启

下，由“题名情节”过渡到作文要求，或说写作导向（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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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条件），为题目关键处；第三自然段为作文题明面“要

求”（显性要求）。其中，材料第一自然段是作文命题的

情景设置，又可分为两个层次：第1层是介绍事由：大观

园建成后桥亭匾额题名；第 2层是人们对三个题名（翼

然、泻玉、沁芳）艺术效果的评价。就情节内容看，大部

分文字集中在此，按阅读规律，解读的重点自然也当在

此。从情节人物角度看，叙述人物有“众人、有人、贾

政、宝玉”，焦点集中在宝玉身上。不难看出，原著作者

以及命题人为了突出贾宝玉卓然不群的才智，那是不

惜笔墨巧做安排，可谓一波三折。先以有人直接移用

“翼然”，作铺垫，以“贾政认为“此亭压水而成”，题名

“还须偏于水”间接予以否定－－此为一折；接着以有

人附和“泻玉”，再作铺垫，以不表贾政意见，再间接否

定——此为二折；在这两个情节的基础上层层铺垫，最

后才让“沁芳”闪亮登台，以“贾政点头默许”直接肯定，

达成了情节突出人物的艺术目的——此为三折。修辞

上用了侧面衬托，以众人的平庸凸显宝玉的才情。如

此看来，命题人叙述重点分明集中在亭名“沁芳”的“创

新”上，审题的关键就该在品评三个匾额名称的高低雅

俗，或是人物不同的才情学养上？

然而，命题人的命意（题目内涵和外延）真是“创

新”吗？从阅卷现场看，不少考生就没有透辟理解材料

中“直接移用，借鉴化用，独立独创”之间的深刻内涵和

关系，对材料囫囵吞枣，孤立、片面地关注材料中的情

节、人物，重点去“就事论事”讨论亭名“沁芳”如何比

“翼然”“泻玉”新雅，犯了就文学鉴赏而鉴赏的毛病。

二、就情节技法过渡的表述解读

题目第二自然段的第 1句“众人给匾额题名，或直

接移用，或借鉴化用，或根据情境独创，产生了不同的

艺术效果”中的“众人给匾额题名”照应第①段的“情节

叙述”，以“或直接移用，或借鉴化用，或根据情境独创”

巧妙地从情节叙述转移到了艺术表现手法上来。对第

一自然段的情节叙述内容运用的表现技法仅用“产生

了不同的艺术效果”一句作结，短短十个字，使前面情

节叙述戛然而止，干净利索，后面的表达技法评论水到

渠成，真是要言不烦，匠心独运。用途上既收束了前面

的“情节”叙述，又以“这个现象也能在更广泛的领域给

人以启示，引发深入思考”过渡到作文的内涵要求，限

制性规定靶向。形成既锚定作文范围，又高树作文航

标，给考生解读暗示，为作文划定思考范围，并起着承

上启下的结构作用。等于要求考生从“更广泛的领域”

去谈“启示和思考”，不要再囿于“情节”焦点和艺术技

法鉴赏范畴。这里暂且不表，后面再说。

且继续就表现技法上说，“移用”“化用”“独创”这

三种艺术表现手法，本来各有其长，在表达技法的百花

园中，并无高下之分，硬是要论，也只能从是否根据具

体情境和表达需要而恰当使用了，即看适人适事，合情

合理否。比如，此题的大观园桥亭题名，直接照搬醉翁

的“翼然”，自是不如化用“泻玉”，而“沁芳”，更佳。原

因在“翼然”为照搬（或说继承、移用）醉翁句，重状水上

之亭形，内涵难以引申开与情境、人事联系在一起，显

得内蕴不丰；单看“泻玉”之“泻”，从其来源看，亦为照

搬，但“泻玉”则为借鉴化用，非直接抄袭前人，其意重

在状亭下流动之水形。“玉”字喻水，亦喻高洁人品、操

守，算是合景合事，但综合情境、人事，“泻”还有下泄、

溃败之歧义，让人忌讳，显得不尽善尽美；而“沁芳”一

词不仅不直取前人，很有新意，而且还妙在巧合情境、

人事，既表现了“周围花木氤氲上浮之香味”，适其境，

也暗喻朝廷之恩惠，元春之懿范，贾府之善德，衬其人，

可谓新颖而又妙合情境、人事，自然最好。这显然合于

当时肯定褒扬贾府的需要，若要否定贬斥，那还“沁”什

么“芳”？“遗臭”还差不多。可见，命题人的用意并不单

在情节“沁芳”的创新上，层层铺垫的情节叙述不过是

为了向表现技法过渡，以应后面的作文命意需要。

三、就情节内外人物的情感态度解读

第 2 自然段的第 1句“众人给匾额题名，或直接移

用，或借鉴化用，或根据情境独创，产生了不同的艺术

效果。”中的“产生了不同的艺术效果”一语，含蓄地透

露了情节外命题人的情感态度，形成第三者的角度观

察，和情节人物组成两个不同层面的作用。等于提示

我们，审题立意时，不要把情节外命题人的态度和“情

节”中人物的态度混为一谈，从而跳不出“情节”和情节

人物情感的干扰，迷失命题人真正的情感方向，陷入片

面和简单的泥淖，误读命题人的匠心。而且于简约的

文字中，涵蕴了丰富的意蕴：一是命题人的叙述情感非

常冷静、客观，对三种艺术手法的高低不置一词，与“情

节”人物贾政“点头默许”的情感态度截然不同。二是

情节人物贾政的态度，直截了当，完全倾向于宝玉的题

名“沁芳”，暗中给考生寻找命题人情感留下线索。三

是保留了不同意见，甚至是对贾政的情感略有微词。

因为没有肯定“沁芳”，更没否定“翼然”“泻玉”，只说是

“不同的艺术效果”，心思昭然。

当然，若从情节叙述重心上看，重点确是在肯定

“创新”。原因在这样叙述，既能使故事情节显得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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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让命题人的命题情境铺陈得以完成，并造成情节

重点、故事人物心理倾向都在宝玉新创的“沁芳”上，却

又形成与命题人命意不同的二律悖反现象，求得题目

有一定的思维质量和深度；再看命题人的情感隐而不

发，对三个“题名”的好坏不置可否，把评价的权力完全

交付给考生，其中还有深意存焉。它至少透露：1、本题

命意不在对“直接移用，借鉴化用，独创”这三种艺术表

现手法的分析鉴赏上；2、命题人的叙述真意也不重在

特别突出“沁芳”上（和情节需要不一样），故命题人有

意置身事外，和情节人物贾政保持了不同情感。3、故

事情节叙述不过是命题的引子而已，审题关键还需要

摸准命题人真正的情感态度。明白这个道理，审题就

不会盲目聚焦于贾政的态度，不会在情节本身、故事人

物态度、艺术表现技法上去大费周章，会转而准确扼住

命题人的情感意识、构思重点，去关注题目中“这个现

象也能在更广泛的领域给人以启示，引发深入思考”，

找到命题人真正的命意指向。

四、就艺术手法和哲学原理解读

从 第二自然段的第 2句“这个现象也能在更广泛

的领域给人以启示，引发深入思考”可知，命题人暗示

考生从材料中概括出的艺术表现手法（“这个现象”）切

入现实生活（“更广阔的的领域”），联系时代社会发展，

及自身学习、生活经验，从文学名著走向现实生活，构

建写作空间。或说在情境化的文学表述与现实生活之

间找到切入点，从艺术手法“这个现象”引发对“生活现

象”的碰撞与思考，用这种思维方式去具体感悟社会生

活，明理致知。也就是要求考生把目光从“直接移用”

“借鉴化用”“情境独创”三种艺术表现手法，联想迁移

到“继承、借鉴、创新”三种事物发展的哲理上去，实现

文学鉴赏手法和事物发展规律之间的联系变通，并将

其演绎到对社会生活的全面理解和论述上，作出哲理

性思考。或说是在艺术鉴赏手法和事物发展规律之间

建立起思想意识方面的联系，把艺术技法“移用”“化

用”“创新”化用到事物发展规律“继承、发展、创新”的

原理上去，从材料中的文学鉴赏范围以外的社会生活

中去“就事论它”，不能仅局限在材料的文学叙事内而

“就事论事”，最终达到理解现实生活的目的。

从阅卷情况看，有部分考生迷途于材料叙述的艺

术技法里出不来，要不去比较“翼然”“泻玉”“沁芳”的

高低，要不抓住贾政慧眼识珠、宝玉善于创新上议论，

要不从比较“移用”“化用”“创新”上做文章。落脚点大

体都统一在“创新”上，而没有全面认识“继承、发展、创

新”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没有围绕“继承—发展”“继

承—创新”“继承—改进—创新”“改进—创新”这些逻

辑关系建构联系的系统观点。从而导致断章取义，没

有全面通透理解材料整体含义，偏离了命题人的意图，

没能在艺术和哲理的变通上做文章，孤立在了情节的

“沁芳”上。

然而，命题人的命意真是单纯的突出“创新”吗？

从前面对命题人情感和情节人物情感悖反的分析，及

命题人对艺术技法优劣的含蓄隐晦态度上看，就清楚

命题人命意并不在单一的“创新”上，所以，审题立意简

单瞄准“创新”并不全面、深刻。哲学原理告诉我们，世

界上就没有纯粹的“创新”，“创新”绝不是无本之木，无

源之水。就说宝玉的所谓“独创”，难道就是横空出世

的“石猴”？不也是在众人的败笔基础上才诞生的吗？

若没有大家的经验教训启示，若没有他“每日里杂学旁

收”，继承前人那些“闲书”的文化滋养，也难保他能新

创出一个“沁芳”来。正是：“没有继承，也就没有创

新”。也就是说，他没受醉翁语影响，也必是受了其他

人的影响，并没有绝对“天生”的创新。所以，应该分辨

出命题人意图是在用题名的“情节”来提炼那三个具有

内在关联性的“艺术表现手法”，目的在以此艺术手法

去引导考生认识事物发展所应遵循的规律－－继承、

发展、创新，即以艺术手法映射哲学原理，引导考生从

理解艺术手法到理解哲理到用以解决社会问题，明白

事物发展需要在传统基础上继承，在继承基础上改善，

在改善基础上创新的普遍原理。命意绝对不同于我们

平常写得老掉牙的“创新”类话题作文，那样的命意岂

不是在给考生抄袭作文、宿构作文准备条件？命题人

断不会这样的。

综上所述，今年的甲卷作文以取材范围的突破助

推着整本书阅读，以叙述方式的辩证性助推了批判性

思维训练，以艺术表现方式暗扣事物发展规律，较好地

检测了考生的知识能力转化水平，变单一的创新话题

视角为系统的事物发展规律关照，主旨在继承基础上

有了创新。一句话，这是一个具有较高思维水平和检

测效果的好作文题。

（作者：杨通讴，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县第一中学教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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