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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不做别人思想的“跑马场”

编者按：
在现实生活中，各种鸡汤文、励志文、养生知识、新闻头条等各种信息扑面而来，我们习惯
于听从文章中的观点。人云亦云，“三人成虎”的现象时有发生，事件的真相变得越来越扑
朔迷离，我们的大脑成了别人思想的“跑马场”，别人的思想往往左右了我们的人生。我们
盲目相信他人，而不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邯郸学步”、“东施效颦”之类的笑话也会在我
们身上出现。孟子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但丁也说过：“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
吧”。我们了解别人的思想，但是不可盲目的相信。我们要为自己而活，不必太在意别人的
看法。我们也要拥有属于自己的思想，不被别人左右，少走弯路，少受挫折。做自己命运的
主宰，拥有了一份安详的心境，按照自己意愿升华人生。

不做别人思想的“跑马场”

①转发的热门文章，原来是炒作；欣赏的名人名言，居然是代
笔；分享的养生知识，竟是伪科学；各种心灵鸡汤、励志美文，
其实似是而非……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体验？如今，面对海量信
息，该给自己提个醒：不要让自己的头脑，成为别人思想的“跑
马场”。

②信息爆炸的时代，一种相反的体验却是“信息收缩”。面对
海量资讯、多元观点，一些人仿佛置身迷宫之中，因为通道太
多而束手无策，不知道该如何筛选甄别。所以，“转发”“跟
帖”的热度，成了信息选择的风向标；“点击”“点赞”的数
量，成了观点参考的指示牌。于是，分享同一个段子，阅读同
一篇网文，转发自同一个大 V……在信息的狂涌中，难免失去
了独立思考的宁静。

③思考是一种能力，需要不断练习才能提升。然而，走捷径总
是更简单。喜欢大而化之，喜欢立竿见影，喜欢流于表面的现
象，喜欢一看可知的结论，这样的“认知取向”之下，对思辨
性、专业性强的内容，对复杂的哲理、深刻的思考，反而不再
感兴趣。长此以往，思考力就在简化中退化，自己的头脑变得
空空如也，没了沉潜深流，徒剩一地鸡毛。

④技术的演进对人类思维的影响，是一个引人思考的哲学命题。
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曾忧心，电视的流行让人越来越不愿阅

④举例论证，电视的流行和互联
网信息的碎片化，弱化了我们的
思考力，印证了美国学者尼尔·波
兹曼曾的忧心。

②道理论证，面对海量资讯、多
元观点，人们不知道如何筛选甄
别，只会“转发”“点赞”，难
免失去了独立思考的宁静。

否定式的论点，观点鲜明。

③道理论证，认为思考是一种能
力，需要不断练习才能提升；反
对思考力在简化中退化，流于表
面的现象，喜欢一看可知的结
论。

①列举生活中的常见现象，引出
论点。



写好高考作文，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微信公众号

2 / 4
`

读，越来越不愿思考，甚至造成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隔绝。如果
说电视因其直观性、娱乐性而弱化了思考力，那么互联网信息
的碎片化、芜杂化，也可能给我们的心灵带来同样的影响。波
兹曼的思考，是向时代的发问：当技术在获取知识的途径上做
了一个减法，我们如何给自己的思想做一个加法？

⑤实际上，网络并没有改变人们的思维实质，只是改变了抵达
思考的方式。面对触手可及的庞大信息，是迷失方向还是有效
整合，取决于思考习惯的养成。满足于当复读机、传声筒，不
愿思考；满足于浅阅读、浅吸收，不会思考；满足于囫囵吞枣、
一知半解，不善思考，最终就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即便是
碎片化阅读，也需要系统性积累，才能把握住背后的思维路径、
认识方法，从而将知识转化为智慧；如果是简单化观点，更需
要想想其中的逻辑误区、认识盲点，不仅是否定肯定，而且要
理解分析。

⑥在易如反掌地拥有“观点”“态度”和“感受”之时，更需
防止盲目、偏见和极端挤占了逻辑与理性的空间。不管哪个时
代，也不会每个人都是思想家。然而，每个人却都可以成为一
个思考者。不是只当数据丛林中的猎人和采集者，也应该有不
甘为“信息传播者”而愿为“思想瞭望者”的志趣。叔本华说，
经过自己思考获得的真理像自己天生的四肢——也只有这些东
西才真正属于我们。只有保持独立思考和理性思辨，才能真正
带来人类智慧的增长，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

⑦“思考是勤奋的一部分，人最大的懒惰是思想懒惰”。身处
这个时代，有太多声音萦绕耳边。要在花繁柳茂中拨开、雨骤
风狂里站定，不仅需要“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眼界，也
需要“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思考，唯如此，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顿悟，才能于众里寻他
中浮现眼前。

来源：2016 年 07 月 25 日 05:04 人民日报 作者：王艺锭

【时代警语】

“思考是勤奋的一部分，人最大的懒惰是思想懒惰”。身处这个时代，有太多声音萦绕耳
边。要在花繁柳茂中拨开、雨骤风狂里站定，不仅需要“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眼界，
也需要“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思考，唯如此，“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
火阑珊处”的顿悟，才能于众里寻他中浮现眼前。

⑤道理论证，网络并没有改变人
们的思维实质，只是改变了抵达
思考的方式。面对触手可及的庞
大信息，我们要着力于思考习惯
的养成。

⑥引用论证，引用叔本华的话，
证明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思
考者，不能甘为“信息传播者”。
应该保持独立思考和理性思辨，
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

⑦引用名言，发出呼吁，要勤于
思考，克服思想懒惰。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6-07/25/nw.D110000renmrb_20160725_2-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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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串联】

【相关链接】

可以旁观， 不被左右

哪一条微博更能吸引你？是“今天天气很好”，还是这条：“前几天，北京太蓝天白云了，
不踏实。这几天脏成这样，踏实多了。这才是北京嘛！”

阳光灿烂和阴云密布，哪一个才是社会的真实形态？都是，也都不是。它其实是处于“阳光”
和“阴霾”之间诸多的混和状态，介于好与坏、美与丑之间的中间地带。但是，围绕着我们
的舆论和言说，却时常在两极之间飘摇不定；公众的情绪，不断被气势汹汹的责骂和不假思
索的感动所“引导”。一边是最美、最好、最感动，一边是最雷人、最丑恶、最无耻，仿佛
这世界，不是天堂就是地狱。

语出惊人才能吸引眼球，回归常识却无人喝彩。这样的舆论生态，难免对我们的认知产生影
响。于是，表态先于判断，判断先于思考。许多的观点，表达者追求的是转发、评论，而不
是言之有理；许多的争论，辩论者想要获得的是支持，是认同，而不是真相。

听一半，理解四分之一，零思考，双倍反应——有人曾以此来形容微博和网络舆论生态。人
人都想要表达，都需要听众，却往往被误导，被引诱。参与旁观很容易，迅速表态也不难，
难的是独立判断，不被他人所左右。

作为一种对社会的反思和批判，独立远不是质疑一切，或者反抗管治那么简单。我们可以在
网络上看到太多的“我反对”，以及诸多对各种拘束和管治的反抗，可这是否就意味着真正
独立了？

于独立思想而言，怀疑和批判不可或缺。但是，为什么怀疑？批判的理由又是什么？是毫无
理由的“我不相信”，还是不由分说地打倒一切再说？并且，在理直气壮质疑他人之时，有
没有“怀疑”过自己头脑里那些根深蒂固、永远“正确”的观念和认知？

思想的独立与否，并不在于观点是否标新立异、耸人听闻，而在于，这些观点是不是真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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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深思熟虑，有没有稳定的价值判断，以及缜密的逻辑框架。缺少了这些要素的“语出惊人”，
要么徒有一副呐喊者的强硬外壳，其实脆弱不堪一击；要么非黑即白，固执偏颇。

独立之精神，既意味着不屈服于权力、权威、权势，也意味着淡定自持，不随波逐流。实际
上，对大多数人的“独立”产生影响的，往往不是前者，反倒是那些习以为常，以至不被觉
察的“大拨哄”——习惯于将“大家”的标准当作自己判断的尺度，也习惯于将他人的过失
作为自己错误的借口；习惯于大声抱怨交通拥堵，也习惯于左冲右突并线抢行；习惯于痛斥
人情冷漠，也习惯于对陌生人的求助视而不见；习惯于严于律人，也习惯于宽于待己。

是的，我们应该指责特权，指责腐败，指责部分社会精英的自私自利，可是，当一项特权，
一个腐败的机会，一种满足自我欲望的可能性摆在面前，我们又会作出什么样的选择？这个
社会确实不尽如人意，有足够的理由让人不满、抱怨，可如若人人恪守本分坚持底线，还会
不会有世风日下？比如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法制有缺失，体制有缺陷，监管有漏洞，可是，
每一个生产者，每一个环节中的“我们”，有没有责任？

当我们作为旁观者又作为主角而存在时，每一个人的独立姿态就显得尤为重要。不被舆论所
左右，是一种思想的独立；不被社会环境所左右，是一种行动的自由。它们并不必然存在于
每一个人身上，却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不可或缺的财富。

来源：2012 年 06 月 21 日 14:17 中国青年报 作者：冯雪梅

【思考】

1.结合文章内容，你认为我们容易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的原因有哪些？如何改变这
种现象？
2.如何理解“思考是勤奋的一部分，人最大的懒惰是思想懒惰”这句话的含义？谈谈你的
看法。

编者：张新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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