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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求 多作 分析 和 比较
—— 评阅一九八○年高考作文试卷有感

、                                                                     ,

丨                         
·
《

“̈″⋯ ¨ ¨ ⋯⋯ ¨̈'⋯” 蓝 棣 之⋯ ⋯ ⋯ ⋯ ⋯ ⋯ ⋯ ¨ 护口J

评阅高考作文试卷,这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困难任务。它要求阅卷的老师具有伯乐的眼光

和判断力,还要求具有敏锐细腻的文章感受力。但是,人们在这些方面的能力是有差异的。

因此对于同一篇作文,也很可能出现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的情况。但是否

能够因此得出结论,说作文试卷评阅中从来就是因人而异,永远不可能把握着统一的正确标

准呢?当 然不能。正是为了使作文阅卷水平逐年有所提高,我认为应该对每一年阋卷中的情

况和问题,作一些认真的学术性讨论和研究。我这里讲的意见是极不成熟的,目 的是为了活

跃思想,抛砖引玉。

今年的高考作文题是 《读〈画蛋〉有感》。好在试卷上题为 《画蛋》的这段文字不长,照

录如下:

芬奇 (公元1452—1519)是欧洲文艺复X时期意大利一位卓越妁画家。他从小爱好绘画,父
亲迭他到当时意大利的名城佛罗伦萨,拜名画家佛罗基奥为师。老师不是先教他创作什么 作 品 ,

而是要他从画蛋八手。他画了一个又一个,足足画了十几天。老师见他有些不耐烦了,对 他 说 :

不要以为画蛋容易。要知道,一千个蛋当中从来没有两个是形状完全相同的;即使是同一 个 蛋 ,

只要变换一下角度去看,形状也就不同了。比方说,把头抬高一点看·或者把眼睛放低一 点 看 ,

这个蛋的 衤隋园形轮厨就会有差异。所以,要在画纸上把它完美地表现出来 ,井得下一番苦功不可。

佛罗基奥还说:反 复地练习画蛋,就是严格训练用眼睛细致地观祭形象,用 手准确地描绘 形 象 ;

做到手眼一致,不论画什么就都能得心应手了。后来芬奇用心学习素描,经过长期狗艰苦0jL艺 术

实践·终于创作出许多不朽的名画,成为一代宗师。

笔者在评阅试卷的过程中,是严格地按照领导部门颁发的评分标准进行的;但在整个评

阅工作完成之后,却想对大家感到比较难以掌握的 “感想深刻
” “立意新颍”以及 “联系自

己的事例
″

等问题发表一些看法。

在进入问题之前,先说一下对 《画蛋》原文的理解。不少作文都将原文内容 埋 解 为 是

写芬奇成为名画家的经历9或者认为是写他刻苦学习的故事,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写自己的读

后感。原文在芬奇的名字后面注引了他的生卒年,而一般考生在历史课本上又从未接触过佛

罗基奥这个陌生的名字,因此他们的注意力不加分析地就只盯着 达 ·芬 奇。实 际 上, 《画

蛋》这篇文章,按照试卷上这种叙述方式,不能认为是写 “芬奇画蛋”,而应该认为文章的

中心内容是 “佛罗基奥枚画蛋”,是佛罗基奥的现实主义画论和特异的教学方法,是佛罗基

奥讲在绘画生涯中严格洲练观察、手眼一致等基本功的极端重要性。三百六十个 字 的 短 文

中,佛罗基奥的话占了二百个字。文中以一旬话提到芬奇后来经过长期艰苦的艺术实践获得

成功,是为了说明佛罗基奥的理论、经验、方法的正确和深刻。其次,我认为, “读后感
”

这样的作文,有一个方法能比较简单有效地篱量考生的感想是否有明确的中心,这就是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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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加一个标题。我认为 “读 《画蛋》有感
”应该只是一个副标题。比如: 《功夫不负有

心人——读〈画蛋〉有感》或 《师高弟子强——读〈画蛋)有感》,前者可以围绕下苦功这个巾

心去写,后者可以围绕佛罗基奥的独特的教学方法去写。这一次高考作文题,实际是要求考

生从 “画蛋”
这个事例受到启发,从一个角度去总结自己过去较长时间在学习中 的 正 反 经

验,并把这些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作一些分析,以为自己和别人日后的借鉴。读后感这种体

裁,是一种以议论为主的包含着较多记叙性内容的文体,它要求夹叙夹议,以论为纲,观点

与事例统一,并且要求对事例作一些分析。

在说明了以上两点的基础上,我们来分析作文评卷中关于紧扣原文、感想深刻、立意新

颖的问题。怎样才算扣紧了原文?什么样的感想才是深刻的?什么样的立意才算新颍的?尤
其是拿几篇作文进行比较,怎样来判断这篇作文感想深刻而那篇作文感想浮浅?根据什么说

这篇新颖而那篇平庸俗套?在这些问题上是更容易出现 “
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情况的,因此

很值得讨论和研究。下面就以 “读 《画蛋》有感”
为例作一些剖析。

从具体的比较中进行判断,我认为感想深刻的程度可以分为几个层次。请注意,这里所

谓 “层次”的概念与语文课教学中 “段落层次”
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它是指事物内部客观存

在的梯形等级、发生次序、发展的不同阶段等等情形。划分层次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可以使

一些比较复杂镨综的现象得到较科学的具体分析。如行为学家马斯楼把人的 “需要”和行为

动机分成五个层次:生理需要 (如吃饭、穿衣),安全需要 (如避难),社 会 性 需 要 (归

属、社交、友谊、爱),心理需要 (如尊重、独立、认识世界、表现自己的能力和品德),

自我成就需要 (实现理想、抱负),并认为这五个层次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

为了分析读 《画蛋》的感想深度的层次,我们来仔细研究一下 《画蛋》原文,并参照考

生的答卷,看看到底可能有哪些感想,这些感想是否可以按其思想深度、对原文理解的深度

编成一套由浅入深的层次。 《画蛋》这则短文以介绍芬奇开头,接着就讲到他拜佛罗基奥为

师。短文的主要内容是佛罗基奥教芬奇画蛋的一席话。佛罗基奥对芬奇的教诲,是从阐述个

性的千差万别和形体的千姿百态入手的。然后讲到要注意观察个别的物体之间在形体上的细

微差异,严格训练仔细观察、准确描绘,做到手眼 一致、得心应手,这是绘画的基本功。佛

罗基奥认为要完善地表现形象,是要下苦功夫的。达 ·芬奇从老师那里受到很深的启发,经
过了长期的艰苦的艺术实践,成了名画家。基于对 《画蛋》原文内容这样的理解,从这些内

容生发感想,可以有哪些层次呢?下面就从浅到深、从低到高依次地叙述和分析一下我看到

的几个层次g

第一个层次:考生感觉到了 《画蛋》中有某种奇异的、不常见的东西,它对自己是能作

某种比较和启发的,但到底是什么东西,并不明确。有一位考生写道: “读了 《画蛋》,我
尤 (犹 )如吃了一杯热血,这热血将我这冰块溶化。”热血毕竟只是一个比喻,而对问题的

实质的理解多少是含糊不清的。有一篇作文,感受是新颖的,而且表现得形象鲜明,比喻联

翩而至,感情是奔放的,但是,考生把重点放在写感觉、感受、感情,而感想却很不够,很
不明确;到底有什么感想,考生无法提炼出一个思想观点来。

第二个层次:考生从 《画蛋》原文中看出了在学习中下苦功、勤奋、毅力、一丝不苟、

反复练习的重要性,并以此作为自己作文的中心思想。这些作文的中心思想是明确的,但这

样的观点是浮在 《画蛋》的表面上的,是比较容易看出来的。这样的作文,只能说是刚刚接

触到了 《画蛋》丰富深刻思想内涵的边缘,不能认为作者很好地把握住了原文的思想实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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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联系。在这个层次里的作文,中心思想是明确的,但作文的中心思想对于原文来说,却

是肤浅的,因为考生的眼光还缺乏穿透力,所以感想的思想深度还处在较低的层次。

第三个层次:考生从 《画蛋》中看出了学习必须打好基础的重要性,认识到了要扎扎实

实地练基本功,不能好高骛远,急于求成,并以此作为自己作文的中心思想。这次高考中,

大量的作文试卷都集中从基本功这方面谈感想。其中较好的作文,让人感到考生确是有体会

的,把问题说得比较透彻。有的说: “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从商品开始,芬奇学画,从

画蛋开始。”
有的说: “蛋是最没有形体变化的东西,画蛋是枯燥无味的事,正是在这最普

通、最单一的学习过程中,达 ·芬奇开始了他那神笔的创造。”
有一份试卷叙述一位后来考

上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学员重视基础的情况: “上高中时,他成绩很好。同学们问他钻了些啥

难题,他说:我还在看初中的课本。”还有一位考生风趣地说: “芬奇的成功之母是不容易

为人重视的鸡蛋。”
有的考生还能在打基础这个问题上,讲出一些带规律性、普 遍 性 的 道

理,一张试卷上说: “青年人往往浮躁,这是个致命的弱点,认为搞懂了,不在基础上下功

夫。”
很显然,这样的感想较之只谈到勤学苦练下苦功要深入了一层。

第四个层次g考生从 《画蛋》中看出了观察的重要性,认识到观察在学习、创作和整个

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ˉ张试卷写道: “我初学画时,老师为了训练我的观察能力,不许

我画人体,只 准画杯、盘、碗。当我不耐烦时,他给我讲了 《画蛋》的故事,我 仍 不 以 为

然。一天,老师拿出鸡、鸭、鹅三个蛋,一起放在桌上。要我的画能够看出来是三种蛋,而

三个蛋要画成一样大。我顿时来了劲,但所画的三个蛋都成了鸡蛋。我弄懂了观察是绘画的

基本功。”
有一位考生说: “观察是一门学问,要善于观察,有观察才有分析,观察是生活

中最基本的东西,是我们知识的来源。”

为什么说谈到观察重要性的作文要比只谈到基本功的作文要高一个层 次 呢?第 一,在

《画蛋》一文中,绘画的基本功指的主要就是观察,因此,只有谈到观察,对愿文的理解才

具体了,吃透了;离开观察去谈绘画的基本功或芬奇的苦练基本功,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多少

离开了原文,至少扣得不是那么紧。第二,只有谈到观察,对 《画蛋》的丰富内容之间的内

部联系才算把握住了,弄通了。第三,过去十多年,我们整个理论界、教育界、报刊宣传和

语文教学中,对理性认识方面的东西讲得多,而对感性认识、感知、直觉、观察一类,讲得

极少。因此,虽然观察一词已出现在 《画蛋》原文中,观察也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但长期

不为人们所注意和强调,昕以,能够从 《画蛋》一文中领悟到观察是一项很重要的基本功的

考生,眼光实在是要高人一等的,而且从观察这个角度来谈感想,立意是新颖 的。 事 实 证

明,能这样来谈感想的考生是不多的。这个事实也是合乎逻辑的:层次较高,能够达到的人

就较少。

第五个层次:独辟蹊径,论述名师的重要性和好的教学方法的重要性,并且用最新的科

学研究成果,对佛罗基奥的教学方法进行透彻的剖析,指出不能机械地照搬佛罗 基 奥 的 作

法。这样的文章,反映出较强的具体分析事物的能力和较高的理论水平,反映出考生能看到

一些别人不容易看到的问题,能想到一些别人不易想到的问题,而且昕想的问题较别人要深

一些,新一些,有一些创见。

对于佛罗基奥的教学方法不应该作机械刻板的理解。这种教学方法的精神,是重视基本

功,并且善于抓住什么是本学科的基本功,反复加强基础训练,注意严格要求,善于利用当

时最新的思想文化和科学研究成就,对学生进行启发诱导。在艺术教学实践中 ,注 意 观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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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观察为基础的描绘。这些理论和方法,从哲学上说是唯物主义的,从创作方法上说是现

实主义的。如果有谁离开这些精神,去片面强调一个蛋一定要画两周9几个基本旨符或二十

几个英文宇母,一定要读六周,还说这是基础,必须硬着头皮反复练,这就未必能收到好的

效呆。说是基础当然是正确的,但这样做不免单调枯燥,容易引起厌烦情绪,茨受教育者丧

失兴趣,与青少年好动的特点是有矛盾的,这就难怪芬奇那样不平凡的人也会感 到不 耐 烦

了。 “芬奇画蛋
”毕竟是四百多年前,中世纪刚刚结束时的故事,与我国古代的治学格言和

故事,如三更灯火五更鸡、头悬梁、锥刺股、萤雪之功之类,是有一些相似之处器。这一些

古老的故事,都只能从精神实质上去理解,如果机械地照办,显然是不合时宜 的 。当 代 心

理学和教育学有很大发展,要求尊重受教育者的主动性、兴趣、特点等等,要真正实行启发

式而不是强迫性的注入式。现代的教学方法向人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严格要求丿重视

基础,下苦功夫,又要注意到学生的特点、兴趣和主动性9从而有效地提高教学的质量和效

能。这也是教学的一条客观规律。

必须说明,这五个层次是从紧扣原文、感想深刻、立意新颖这个角度来划分的。我们假

定,如果几篇作文其它的情形完全一样,那 么,在这里的层次愈高,就应当认为质量愈好,

愈优秀。可是,作文的情况是很复杂的,因此,判断一篇作文的好坏,还需要综合各方面的

因素,作具体的分析。

关于作文中联系自己的事例方面,我认为也可以有几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根据 《画蛋》中的事例依样画葫芦,在考场上临时编造 “自己的
”事例。

比如,达 ·芬奇是画蛋画得不耐烦了,考生就是学1234学得不耐烦了;芬奇的老师要芬奇画

两周蛋,考生的老师则要他几个音符学四周,等等。既不具体,也不真实,从事洌中看不出

他真有体会。但是,正是这样的作文,容易被误认为是与原文的事例丝丝入扣,真是再恰当

没有了,仿佛芬奇画蛋都是受了他的启示才有了转机的。其实,这类的 “事例”是 “芬奇画

蛋
”

故事的不完整的翻版,有重大遗漏的仿造,文中没有考生个人任何一点真正的感想;当
然也就无法对事例作出分析和议论。

第二个层次:事例是自己的,也具体、恰当,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真有感受。但事例是浅

显的,常见的,一般人都可以叙述的,一般化的,选择得很不够。如下苦功、勤奋之类。当

然,这个层次里的作文,显然要比前一个层次的高一等了。

第三个层次:事例不仅具体、恰当、生动,而且能够启发人,能够加深入们的认识。这

类事例的特点是有新意,含意较深,有特色,内容较丰富,阅卷教师乐于传播。

第四个层次:选材严,开掘深,既紧扣原文,又引伸拓展开去;既具体恰当,又境界深

远。这类事例的特点是扣原文准确、深刻,然而又放得开,文思活泼9不拘泥执着θ如果说

第一个层次里的事例与芬奇画蛋的故事是 “形
”似的话,那么,这第四个层次的事例”则:是

“神
”似了。

在联系自己的事例方面,我所看见的就这么四个层次,也是由低到高。当然,这里说的

只是事例的内容方面,而要评判一份作文事例的优劣,除了内容之外,还要看对 事 例 的 表

达,如完整性、生动性、叙述能力和描写能力等等,这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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