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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 365】以传统文化命名产品，传承中国人的浪漫情怀
本篇解析老师丨河南滨河高级中学教师 赵铁灿

【作文题目】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8 月 9 日，华为发布了其自研的鸿蒙操作系

统，“鸿蒙”来源于上古传说，是盘古开天

地之前的混沌元气。其实，这之前华为发布

的多款产品的命名也同样来自中国传统文

化，如手机处理器领域的“麒麟”、手机基

带领域的“巴龙”等等。当然，不光华为，

近年来，多个领域都出现了类似的命名，比

如航天领域的“天宫”“嫦娥”“墨子”“悟

空”，汽车领域比亚迪的“唐”“宋”“元”

系列车型的车标……

读了以上材料，你有什么样的思考，或者产

生了哪些联想，请写一篇文章。要求选好角

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

脱离材料内容及范围作文，不要套作，不得

抄袭；不少于 800 字。

命题说明：本题来自四川高三联合诊断考试。

【命题方向】

人文底蕴：人文积淀、审美情趣

科学精神：理性思维、勇于探究

学会学习：勤于反思

责任担当：社会责任、国家认同

【审题】

限制性：

1.写作方向的限制。材料介绍了无论是华为

的“鸿蒙”系统、“麒麟”芯片的命名，还

是中国航天设备的命名，都富含中国传统文

化特色。所以，考生在审题立意时，要紧扣

传统文化来思考，否则就属立意偏差。

2.写作价值观的限制。无论是华为对自主系

统和芯片的命名，还是中国航天设备的命名，

都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这既是民族传

统文化的底色，又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体

现。其中有着对传统文化的承继因素，有着

对传统文化的赞扬与自豪感。考生需要据此

确立文意，才能切题。

开放性：

1.写作思维的开放性。从材料的隐性要求来

看，涉及的虽是中国科技企业对设备的命名，

但其中都有对继承传统文化的考量。考生要

从科技企业的做法议论开去，谈国家对传统

文化复兴的呼唤，谈每个华夏子孙传承传统

文化的责任和义务。这样，思维就开阔了。

2.写作体裁的开放性。“明确文体”的要求，

表明考生可用议论文表达对传统文化承继的

深刻思考，也表达对传统文化式微的反思；

也可用记叙等文体来抒发对承继传统文化的

赞颂，以表达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解题】

本题是一道新材料作文题。题目侧重于对

考生人文底蕴等核心素养的考查，具有科

学性和思辨性。华为公司对自主手机系统

和自主芯片的命名，以及我国对航天设备

的命名，都富有传统文化的浓厚色彩，其

中有着承继优秀传统文化的考量。材料引

导考生对传统文化承继问题进行思考，这

与当下整个中国对传统文化承继的呼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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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合，有很强的时代性。

【参考立意】

切题立意：

1.让传统文化浸润我们的心灵。

2.承继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责任。

3.承继优秀传统文化，是企业的良心。

4.让传统文化照亮民族复兴之路。

……

偏题立意：

1.新青年的文化观。（游离于承继传统文化

之外）

2.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优劣对比。（偏离

材料的价值倾向）

3.传统文化适合当代青年的审美吗？（偏离

材料的价值倾向）

……

【下水文】

让传统文化照亮民族复兴之路

河南省安阳市内黄一中

殷都玄鸟老师

华为发布的多款产品的命名来自中国传

统文化，如鸿蒙操作系统，“麒麟”芯片等

等。不光华为，近年来，多个领域都出现了

类似的命名，比如航天领域的“天宫”“嫦

娥”“墨子”“悟空”，汽车领域比亚迪的

“唐”“宋”“元”系列车型的车标……

传统文化可不只是用来命名的，它将照

亮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

屠呦呦在研究青蒿素的过程中，反复温

习中医古籍，不断思考东晋葛洪《肘后备急

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

服之”的截疟记载，并从中获得灵感和启发，

联想到提取过程可能需要避免高温，由此改

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最终突破了科研

瓶颈。青蒿素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的贡献，

屠呦呦能获得诺贝尔奖也是世界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高度认可。

青蒿素的发现过程启示我们，中国传统

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它将照亮中华民族

的复兴之路。

2019 春夏，盖娅传说·熊英“画壁·一

眼千年”三度亮相巴黎时装周，积淀千年的

石窟壁画与博大文化给予设计师灵感，设计

师熊英将缂丝、苏绣、羽绘等诸多东方工艺

全情诠释于该季作品之中，把华服的极致呈

现与敦煌壁画的色彩元素、内容材料、创意

设计相互融合，向世界呈现了敦煌壁画博大

精深的历史处境与人文画卷，国际及中国敦

煌学界高度关注，赞誉盖娅传说·熊英“搭

建了一条世界时尚之都与中国千年文明的桥

梁”。

复兴传统文化是时代的必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始终从中华民族

最深沉精神追求的深度看待优秀传统文化，

从国家战略资源的高度继承优秀传统文化，

从推动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角度创新发展

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

性力量。

十八大以来，传统文化在时代语境下开

始影响世界。

近年来，我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提出了

一系列理念与方案，这些理念与方案根植于

中国传统文化，彰显中国古老智慧，如“一

带一路”体现“兼济天下”“合则强，孤则

弱”等传统文化精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寄托着中国人民“天下大同”的深

切期盼；中国在世界气候大会上提出的建议，

传递出传统文化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

的思想精髓……

中国传统文化将照亮民族复兴之路，也

将照亮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