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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 365】交流互鉴，造就文明多样性
本篇解析老师丨深圳市观澜中学 汪润锋

【作文题目】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 分）
材料一：阳光有七种颜色，世界也是多彩的。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
集体记忆。从茹毛饮血到田园农耕，从工业
革命到信息社会，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构建了波澜
壮阔的文明图谱，书写了激荡人心的文明华
章。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而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的目标，这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
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中国人自古以来不
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
材料二：著名的人文学家费孝通在谈及文化
的多样性时指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
美与共，天下大同。“一花独放不是春，百
花齐放春满园。”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
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
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
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读了上述材料，你有怎样的感触和思考？选
择合适的角度，谈谈你的认识、看法和思考。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
拟标题，不得抄袭或套作。正确使用标点符
号，文章不少于 800 字。
命题说明：本题为新课标语文课题组原创。

【命题方向】
人文底蕴：人文关怀、人文积淀
学会学习：乐学善学、勤于反思
责任担当：社会责任、国家认同、国际理解

【审题】
限制性：
1.写作内容具有限制性。“读了上述材料，

你有怎样的感触和思考？”这是一个写作引
导，“以上材料”为两则，考生需要针对这
两则材料抒写感触和思考，脱离材料即为偏
题或跑题。
2.立意限制性。材料一既说到文明的多样性，
又涉及有关中国梦的内容，考生应正确看待
二者的内在关联，写出自己的认识和思考。
中国梦既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
深深反映了中国人“自古以来不懈追求进步
的光荣传统”，也就是说中国梦体现了中华
民族文明的集体记忆。所以，若脱离材料，
大谈追梦、圆梦、奋斗、理想等话题，则均
为偏离材料主要含意的立意角度。
两则材料都谈到文明的多样性，但材料一着
眼于如何看待中国文明，如何看待中国梦与
中国文明的关系；材料二着眼于如何处理中
国文明与世界文明之间的关系。考生要能够
综合立意，整体构思。
3.写作主体具有限制性。“读了上述材料，
你有怎样的感触和思考？”结合考生的身份，
应把写作主体理解为当代中国青年。
4.态度价值观具有限制性。人类文明是多姿
多彩的，应该采用互相尊重、和谐相处、互
鉴交流的做法，使之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
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
界和平的纽带。命题人的价值取向体现的是
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考生不得质疑和反驳。
5.文体限制。“感触和思考”表明考生对材
料要有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而“谈谈你的
认识、看法和思考”更侧重于理性的表达，
文体以议论文为宜。
开放性：
1.立意具有开放性。考生可以由现象到本质，
或由认识到做法，分析多姿多彩文明所关涉
的史事，也可以探究人类文明华章的成因，
还可以寻求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有效路径。
2.选材具有开放性。在材料选择上，考生可
以以历史眼光审视世界历史：天朝上国美梦
破灭的原因，大唐繁盛的原因，一些文明消
失的原因……还可以横向比较当今世界：美
国文明的发展，在于其兼收并蓄的大熔炉作
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功原因，在于
吸收其他文明的先进成果等等。阅读积累不
同，选材便不同。
【解题】
从类型上看，本题属于多则材料的任务驱动
型作文。材料以文明多样性为思考点，暗合
了当下国内和国际的诸多热点，命题人意在
引导考生关注现实，深入思考。审题的第一
步，要找出材料的核心话题：文明的多样性。
具体而言，材料一的内容分为两部分：多姿
的文明，构成了多彩的世界；实现中国梦，
国人在发扬自古以来不懈追求进步的文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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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材料二先引述费孝通的观点，表明中国
人对于文化多样性的认知——“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然后指明处理中国文明与世界
文明关系的正确做法：相互尊重，和谐共处，
交流互鉴。所以，摆清历史事实，指出正确
做法，可谓材料背后的行文逻辑：文明的多
样性构成了人类多姿多彩的文明，这是历史
事实；以交流互鉴的态度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这是正确做法。
【参考立意】
切题立意：
1.文明因交流互鉴而精彩。
2.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3.多姿多彩共存，文明之美互鉴。
4.交流互鉴，造就多样文明。
5.搭文明之桥，建多彩文明。
6.兼收并蓄，成就中华先进文明。
偏题立意：
1.文明强国，奋斗为翼。（断章取义，忽略
整体）
2.中国梦，富强梦。（考生存在审题惯性，
忽略了文明多样性的核心）
3.推动人类发展的“复兴号”。（题目和材
料缺乏有机关联，僵硬套作）
【下水文】

美美与共，构建命运共同体
深圳市观澜中学
汪润锋老师

美丽的自然美景，因其七彩斑斓的颜色，
而美妙绝伦；文化因其多样性而多姿多彩，
人类的文明图谱因其波澜壮阔而激荡人心。
人文学家费孝通在谈及文化的多样性时指
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
大同。

费孝通先生的话给我们指出了看待自己
文明的态度，又指出了包容文化多样性的方
法。

自古以来，中国文明中就有包容的基因
——“和”。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
子追求和谐，这是尊重多样性的相处之道；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制定礼乐制度，达到上下和谐，这是尊重多
样性的治国之道；“协和万邦，和衷共济，
四海一家”，各国共同发展，如同家人，这

是尊重多样性的交往之道；“故远人不服，
则修文德以来之”，面对不同文明，我则加
强文明教化，使他们主动前来，这更是尊重
多样性的邦交之道。

同样，中国文明非常注重借助不同文明
之间的互鉴交流促进自身文明的发展进步。
张骞出塞，开拓丝绸之路，以西域为中转，
搭建起一座数万公里的文明交流之桥。由此，
中国人读到了《一千零一夜》，引入了佛教、
景教等宗教文化，西方人则穿起丝绸，用上
瓷器，兴起品茶之风。电影《流浪地球》中
有两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空间站中，各国
宇航员彼此交流，不是英语，也不是汉语，
而是借助翻译机，这不就是不同文明和谐相
处、彼此尊重的体现吗？另一个细节则是电
影最高潮处，各国人员通力协作，点燃发动
机，拯救地球，这不正是不同文明共同创造
世界的象征吗？

然而，一些强权者往往自诩为先进，却
逆历史规律而行。自航海大发现以来，有多
少国家因西方文明强势干预而消失于人类历
史长河，甚至，有多少文明死于屠刀之下呢？
今时今日，不和谐的声音依然存在。福山“历
史终结论”，自诩资本主义是人类未来最高
级的文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预言世
界将由文明冲突仇恨主导。最近的，美国人
斯金纳将中美竞争关系界定为“文明较量”，
认为中美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文明冲突。这些
言论背后其实是赤裸裸的“丛林法则”。

中国人正走在实现伟大复兴的道路上，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尊重文明多样
性的中国目标，“一带一路”的设想则是为
促进文明互鉴交流的中国路径，“亚投行”
则为中国路径提供了充足的中国支持。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不同文明应相互尊重、和谐共处，文明交流
互鉴是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
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美
美与共”，才会“天下大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