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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 365】开封一模：自我与无我如何权衡？

本篇解析老师丨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外国语 张俊杰

【作文题目】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作文。（60 分）

在所有缺点中，最无可救药的是轻视我们自
己。

—— （法国）蒙田

你越是放弃自我，相应地你也越变得伟大而
又真实。

——（德国）费尔巴哈

如果真的要写墓志铭，我会选择一直支持我
每天充满斗志的一句话：建立自我，追求无
我。

——李嘉诚

“我”，是每个人在面对具体问题乃至考虑
整个人生时常常顾及的。对自我的强化和淡
化，表现在生活的诸多方面，我们常常面对
“有我”和“无我”的拷问。以上材料触发
你怎样的思考？请据此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
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 800
字。

命题说明：本题来自河南省开封市 2019 届高
三第一次模拟考试。

【命题方向】
科学精神：理性思维、批判质疑、勇于探究

健康生活：自我管理

人文底蕴：人文关怀

实践创新：问题解决

【审题】
限制性：

1.内容限制。“以上材料触发你怎样的思
考？”引导语指令考生构思必须立足于材料
中提供的三则名言：蒙田说不能轻视我们自

己，强调要强化自我，要“有我”；费尔巴
哈说的放弃自我，强调淡化功利、淡化自我，
要“无我”；李嘉诚则把二人的观点结合起
来，强调既要建立自我，追求“有我”，又
要淡化功利，追求“无我”。三人的话都是
围绕“我”而谈，结合起来，不难发现命题
人在暗示考生，既要重视自己，找到自我，
建立自我；又不可过分看重利益，过分计较
个人得失，“无我”其实是在功利面前不迷
失自我。考生构思必须以三句名言提供的语
境为基础，紧扣材料展开对“有我”和“无
我”的思考。

2.思维限制。“对自我的强化和淡化，表现
在生活的诸多方面，我们常常面对‘有我’
和‘无我’的拷问。”对自我的强化即“有
我”，对自我的淡化即“无我”。写作引导
语向考生指明了思考方向，在生活和人生中，
我们是追求“有我”还是追求“无我”？要
追求怎样的“有我”和“无我”？在生活和
人生中，在面对具体问题乃至考虑整个人生
时该怎么定位“自我”？考生要深入探究，
辩证分析。

3.文体限制。“以上材料触发你怎样的思
考？”“思考”偏理性，隐性地将文体限定
为议论文或说理性散文。

开放性：

1.构思立意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考生可以强
调“有我”，也可以强调“无我”，还可以
把二者结合起来，谈从“有我”到“无我”
的转化，或“有我”和“无我”的关系。文
章只要不脱离对“自我”的认识，言之成理
即可。这就为考生构思立意提供了一定的开
放性。

2.写作选材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每个人对生
活中很多问题的处理都脱离不了对“自我”
的定位。选材时可以联系个人生活实际，谈
处理具体生活问题时对“自我”的认识和态
度，谈谋划人生时对“自我”的认识与定位；
也可以选择他人事例做论据，在对他人经历
的观照和思考中谈自己对“有我”与“无我”
的认识。这就给考生选材提供了一定的开放
性。

【解题】
本题属于名言型多材料任务驱动作文题目。
考生立意前，需要厘清“有我”“无我”和
“自我”三个概念。结合材料中的三句话，
在这个作文的语境中，“有我”是指要意识
到自己的存在，有较强的自我意识，能认识
到自己的责任，积极有为；不是指以自我为
中心，注重个人利益，计较个人得失，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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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为自己。“无我”是指淡化个人利益，
超脱世俗追求，懂得功成隐退，活出高尚的
人生境界；“无我”不等于丧失自我，更不
等于佛系态度，而是在利益和荣誉面前，要
淡泊名利，淡化自己，不居功自傲，不占为
己有。“有我”和“无我”是从主体的情感
状态和表达的显与隐来区分的，二者具有一
定的辩证关系：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我”，
“有我”才能干事创业，为社会多做贡献，
才能实现个人的价值；但在干事创业过程中
又要舍身忘我，甘于奉献，如果时时想着自
己的利益，很可能将一无所成；功成之后更
要“无我”，一个淡泊名利的人才能活得伟
大而真实，被人认可，受人尊敬。深层的“无
我”之中还是“有我”的，“有我”又是通
往“无我”的必经之路。

是选择“有我”，还是选择“无我”？题目
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涉及个人与他人、个
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等关系，
引导考生思考如何为人处世，如何在为人处
世和谋划人生中正确把握对“自我”的定位，
以及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既考查考生
的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能力，又考查考生的
做人准则、处世态度和人生观、价值观，非
常契合“立德树人”的教育指导思想。

【参考立意】
1.做人不可迷失自我。

2.在利益面“无我”，方能成就大业。

3.欲建立功业，先建立自我。

4.建立自我，成就人生。

5.建立自我是为了追求“无我”。

6.无我之中有我——外在无我，内在有我。

7.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创业要追求“有我”，功成要追求“无我”。

……

【范文展示】
不迷失自我
张俊杰下水文

人生不可迷失自我。李嘉诚先生“建立
自我，追求无我”的人生信条成就了他的伟
大人生，也告诉当代青年如何定位“自我”
方能不迷失“自我”。

“有我”是人生的起点。天生我才必有
用，一个人须先建立自我，然后才能成就自
我。

一代名家二月河，部队转业后只是市委
宣传部的一名干事。打开水、取报纸、听电
话是他工作的主要内容。慢慢地，他坐不住
了，开始在红学研究中寻找自己的人生方向。

40 岁时，立志为康熙大帝著书立说。此后手
写笔录，夜以继日，二十余年，笔耕不辍，
先后完成了《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
隆皇帝》四百万字的帝王系列。

和二月河经历相似的还有著名编剧李
樯。李樯部队转业后，被分配到老家安阳市
文化局，工作内容是写豫剧。一段时间后，
他意识到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于是辞职
又回北京，甘愿做一名京漂，在艰难的生活
中慢慢走出了一条编剧之路，先后写出《孔
雀》《立春》《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黄
金时代》等著名电影剧本。

做人不可迷失自我。只有先建立自我，
才能成就自我。尤其是在不得志的时候，更
需要拨开生活的迷雾，倾听内心最响亮的声
音，决不能顺风而行，迷失自己，由平凡走
向平淡，由平淡走向平庸。

建立“自我”才能找到人生方向，淡化
自我却能成就伟大人生。伟大的人生多是从
“有我”走向“无我”的。

鲁迅从当海军到学矿业，后又到仙台学
医，发誓医治患者的病痛，挽救像父亲一样
被庸医耽误的病人。可是在仙台看日俄战争
纪录片，看到中国人被日本人砍头，围观的
中国人竟然高声喝彩时，他忽然意识到学医
只能拯救病人的身体，文学才能唤醒麻木的
灵魂。于是弃医从文，不再彷徨，以笔代戈，
高声呐喊，为唤醒国人灵魂战斗一生。从“有
我”走向“无我”的鲁迅，最终被誉为“民
族魂”。

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促使一大批人从“有
我”走向“无我”。这背后是满腔的爱国热
情。

钱伟长出身书香世家，以优异的文科成
绩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日本侵华战争爆发
后，钱伟长目睹战火纷飞，人民流离失所，
拍案而起，毅然转学物理。他远离了那个出
口成章的自我，放弃了成为史学大师的梦想，
选择了为国为民的“无我”，融入了硝烟四
起的时代，成为众多救国英才中的一个。科
技实力才可救国，爱国热情促使钱伟长走向
“无我”。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
这土地爱得深沉。”伟大的“有我”是意识
到自己的责任与担当。“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伟大的“无我”是为国
家和民族而牺牲自我的奉献精神。只有真正
建立“自我”，经历从“有我”走向“无我”
的人，才能把握好自己的人生航向，成就“功
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