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沙漠自由不自由 未经沙漠不懂自
由的哲理散文(大全8篇)

提纲是写作过程中的路线图，可以指导我们如何阐述论点、
分析问题和展开思路。一个完美的提纲应该具备清晰明确的
主题和目的，能够准确体现作者的观点和思考。以下是一些
精选范文的提纲，希望能为大家提供一些写作的灵感和指导。

沙漠自由不自由篇一

摘要：卢梭说：“人人生而自由，但又在无所不在的枷锁之
中。”米兰·昆德拉则提醒我们“生命中不能承受”的，不是
“重”而是“轻”。如此想来，每一个人原本就是“戴着镣
铐的舞蹈者”。束缚我们的，或是名与利，或是理想与责任。
是在枷锁中日渐僵化，还是保有灵魂的快乐自由，取决于我
们自己的修炼和选择。

正文：未经沙漠不懂自由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
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

心底里，偶尔会涌动起这样的歌声来，沙哑、愤怒、狂放。
而我的身体却依旧拘束于繁琐日常事务中，只将“怒放”的
声音化为轻言细语，与身边的家人朋友聊聊天，或是哼上几
句细柔的歌词。

生命的本质是孤独的。如果将人生看作一次行旅，在最初出
发时，我们常常轻狂自信，以为自己可以无拘无束、轻舞飞
扬，乘坐最快的航行器，领略最多最美的风景;待到行至中途，
几乎无可避免，要经历各种顿挫，从理想的破灭到情爱友谊
的背叛，或是亲人的离别、同行者的分道，终有一日，你会
猛然发现，自己是置身于荒蛮无边的沙漠之中，前路渺茫，



难以辨清哪里才是该去的方向，身上不知何时已背负重重压
力、种种责任，疲惫不堪，却已欲退而不能。

这样的时候，该怎么办?“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
舟”，究竟只是一种消极逃避。逃不掉的人们，有时会任由
迷惘与焦虑的情绪蔓延侵袭，甚至不堪重负，宁愿身体的自
戕换取精神的自由解脱。于是，我们的时代，才有那么多抑
郁症与自杀的消息，从四面八方传来。

卢梭说：“人人生而自由，但又在无所不在的枷锁之中。”
米兰·昆德拉则提醒我们“生命中不能承受”的，不
是“重”而是“轻”。如此想来，每一个人原本就是“戴着
镣铐的舞蹈者”。束缚我们的，或是名与利，或是理想与责
任。是在枷锁中日渐僵化，还是保有灵魂的快乐自由，取决
于我们自己的修炼和选择。

我认识一位罕见病患儿的妈妈。与人们想象的相反，在最初
的绝望过后，她已很少愁眉苦脸，因为生活已化为一件件具
体繁忙的事务，不幸与艰难见得多了，让她更懂得珍惜那一
点一滴的收获与快乐。

人生行旅该有很多风景。如果其间有漫漫长路须在沙漠中穿
行，一样可以有幕天席地的快乐与放浪形骸的自在。不必汲
汲追问命运的不公正安排，不必因负担与束缚而计较生命的
自由与不自由。惟其身经沙漠，才懂得与人相处，也才懂得
自由的可贵;惟其受困枷锁，生命的怒放才有真正的重量。

沙漠自由不自由篇二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
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

心底里，偶尔会涌动起这样的歌声来，沙哑、愤怒、狂放。
而我的身体却依旧拘束于繁琐日常事务中，只将“怒放”的



声音化为轻言细语，与身边的家人朋友聊聊天，或是哼上几
句细柔的歌词。

生命的本质是孤独的。如果将人生看作一次行旅，在最初出
发时，我们常常轻狂自信，以为自己可以无拘无束、轻舞飞
扬，乘坐最快的`航行器，领略最多最美的风景;待到行至中
途，几乎无可避免，要经历各种顿挫，从理想的破灭到情爱
友谊的背叛，或是亲人的离别、同行者的分道，终有一日，
你会猛然发现，自己是置身于荒蛮无边的沙漠之中，前路渺
茫，难以辨清哪里才是该去的方向，身上不知何时已背负重
重压力、种种责任，疲惫不堪，却已欲退而不能。

这样的时候，该怎么办?“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
舟”，究竟只是一种消极逃避。逃不掉的人们，有时会任由
迷惘与焦虑的情绪蔓延侵袭，甚至不堪重负，宁愿身体的自
戕换取精神的自由解脱。于是，我们的时代，才有那么多抑
郁症与自杀的消息，从四面八方传来。

卢梭说：“人人生而自由，但又在无所不在的枷锁之中。”
米兰·昆德拉则提醒我们“生命中不能承受”的，不
是“重”而是“轻”。如此想来，每一个人原本就是“戴着
镣铐的舞蹈者”。束缚我们的，或是名与利，或是理想与责
任。是在枷锁中日渐僵化，还是保有灵魂的快乐自由，取决
于我们自己的修炼和选择。

我认识一位罕见病患儿的妈妈。与人们想象的相反，在最初
的绝望过后，她已很少愁眉苦脸，因为生活已化为一件件具
体繁忙的事务，不幸与艰难见得多了，让她更懂得珍惜那一
点一滴的收获与快乐。

人生行旅该有很多风景。如果其间有漫漫长路须在沙漠中穿
行，一样可以有幕天席地的快乐与放浪形骸的自在。不必汲
汲追问命运的不公正安排，不必因负担与束缚而计较生命的
自由与不自由。惟其身经沙漠，才懂得与人相处，也才懂得



自由的可贵;惟其受困枷锁，生命的怒放才有真正的重量。

上海高考作文题：穿越沙漠和自由

根据以下材料，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
文章(不要写成诗歌)

你可以选择穿越沙漠的道路和方式，所以你是自由的;你必须
穿越这片沙漠，所以你又是不自由的。

沙漠自由不自由篇三

微风不住地向我龚来，一次次唤醒了正在沉思的我。透过窗
口看那正在发芽的柳树，久久没有回过神来。看着这棵粗壮
高大的树，我产生了万般遐思，我想它的年龄已经不小了吧！
我想它之所以长得这么高大，这么粗壮，是因为有发展的空
间吧！我想如果它生活在一个很小的空间，也许就不会长得
这么大了。

“咕咕，咕咕”的叫声，把我的思绪重新带到了窗口边，把
我那正在满世界转的心带了回来，我把注意力转到了那个叫
着的小东西身上，我顺着声音望去。呀，一身洁白的羽毛，
尤如冬天高山上轻轻披上的一层薄雪，没有一点被污染的痕
迹；低沉的声音，就像一个刚出道不久的男低音——多么可
爱的鸽子啊！

它在阳台上，我观察了许久，忽然竟直飞到我的房间，我惊
讶极了。难道它就这么愚蠢吗？难道它不知道进得来就出不
去吗？我轻轻地把窗户一关，就像电视剧里小偷要做坏事时
的情境一样，把头向窗外一伸，左右看看，然后再轻轻关上。
这只鸽子好像察觉到了什么似的，飞到窗口边，使劲用嘴啄
玻璃，并发出咕咕的叫声，像极了古代那些监狱里的囚犯，
抓住铁条，大声叫“放我出去，放我出去，”而我则像那些
士兵，任凭它怎么发疯般的叫，我都置之不理，我想就让它



闹吧，累了自然就不叫了。

为了给它一点空间，我没把它关进笼子里，如果关在笼子里，
那可就是名副其实的囚犯了。我给了它半自由，让它可以在
我的房间里自由飞翔。打那以后，我房间的那个窗口，就像
封印了一般，再也没开过。

有一天，那只鸽子在窗户边欣赏美景，突然，有几只鸽子从
窗边飞过。它像看见救星似的，在那里大叫，我生气极了。
它吃我的，住我的，竟然还一心想着飞出去。我的来根稍粗
的'线，绑在它的一只脚上，让它再也没有自然，我对它仁兹，
可是它却得寸进尺。晚上，我给它喂食，它竟然不吃，还给
我耍脾气呢，肯定是我平时太宠它了，它居然用绝食来威胁
我。爱吃不吃！

第二天，我把食物放下，就到四姑家去看小表妹。我一去小
表妹就哭着对我说，她妈妈不让她出去，每天都让她在屋里
做作业，看着小朋友们在外面玩，她也很想出去。我想了一
下，就带着她出去玩，她一出来就像一只自由、快乐的小鸟。
自由、快乐，大脑里忽然一闪，那只鸽子的影子出现在我的
脑海里，它肯定也需要自由啊，可是却被我剥夺了，我是多
么残忍啊。连小表妹都不愿在家呆着，更何况我还把它绑在
家里呢。我赶紧跑回去，打开门一看，小鸽子很凄凉的站在
那儿。我把线解开，打开那尘封已久的窗户，让它飞去。

它飞走了，头也不回的飞走了，我心里好难过呀。但是我看
见它在出去的那一瞬间是多么的快乐呀，我心里也有了一丝
慰籍。一晃眼我又看见那棵柳树了，它悠闲自在地在梳理自
己的长发。我顿时又想到，小鸽子在这儿的这些日子多么不
快乐啊，我为什么不早点醒悟，让它自由呢？这棵柳树它并
没有经过精心照顾，只是淋淋雨，晒晒太阳，也就长大了，
但更重要的是它自由，它没有空间限制，它想怎么长就怎么
长，没有人可以阻止它，所以它快乐。



我再次让窗口敞开，把最灿烂的那一抹阳光接进来。

沙漠自由不自由篇四

前几天在寝室收拾我自己的位置，买了两个柜子，好好的打
理了一番，终于使得我的位置乱的不成样子的面貌得到了彻
底的改善。收拾完之后，尽管整齐了很多，但是仍旧觉得不
是十分的称心。自己收拾了位置，以为会让自己生活的有一
种家的感觉，但是整来整去，却是越发的想家了。

以前在家的时候，父母给我收拾屋子，有的时候自己也会动
动手，但是多数时候还是父母收拾得比较整齐。以前不喜欢
让他们收拾屋子，但是现在自己一个人在学校住，即使想让
父母来收拾屋子也是不可能的了，自己生活，必须自己为自
己打理好一切。

我们收拾寝室，只是一种为了整齐而去做的机械行为，但是
父母为我们收拾屋子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因为爱我们而在默
默的付出。每时每刻，他们所做的都是想让我们生活得更好，
有一个更为舒适的良好的生活环境，这就是他们的用心。即
使我们用心收拾屋子，也做不到父母做得那么好，因为用爱
做出的事情，永远都是最为精妙的，这是不变的真理。

记得以前屋子里乱，却也不愿意自己收拾，有的时候父母向
来收拾，自己却还不让，最后政治不过，自己躲起来或是跑
到别的`屋子里，等到回到自己的屋子时，已经收拾好了。从
来就没有多想过，也没有什么感激之类的，只是觉得这是很
正常的。想一想自己小的时候真的是很混蛋了。

现在就是想家，没有别的。

快要放假了，但那是假期很多的事情，要去北京、去广州，
结果，整个假期能够在家呆着的事件少得可怜。自己觉得惭
愧，实在是惭愧，自己大了，离开家上大学，很久不回家，



父母必定是想我们的，只是不怎么和我们说罢了。

那天买了一个鸡蛋吃，吃着吃着就哭了，一边吃一边哭，就
着眼泪把鸡蛋吃完了，吃完了还是在哭，真的是那样，我从
来就没有哭得那么伤心。想起来当初在家的时候了。

在家的时候，妈妈说吃鸡蛋好，早餐吃一个鸡蛋吧，吃一个
鸡蛋吧。商量了半天，可是我就是不想吃，最后呢，到底也
没吃，妈妈把鸡蛋剥完之后，就放在碗里了，等到中午回来
还在那里，劝我吃掉，说学习累，各类的营养都要有。于是，
自己极为不情愿的吃掉了。一天又一天，每天都要上演这样
的事情，自己但是挺顽固的。终于，到了大学，没有人来劝
你吃鸡蛋了，直到前几天的时候忽然之间特别的想吃鸡蛋，
就买了一个，剥皮的时候想起来妈妈劝我吃鸡蛋的时候说的
话了，一下子我就哭了。当时我就特别的想家，回家有妈妈
爸爸，有好吃的饭菜，有电视看，可以站在窗前看日出，早
上有人叫你起床。早上还有人把鸡蛋剥好皮拿给你吃。

以前对于想家这个话题不是很敏感，即使读了很多别人写的
文章，看了许多诸如“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样的诗，
我也没什么感觉。但是现在不同了，我也是离开家的人了，
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混着，不知晓明天，不知晓未来，伸手想
要触摸理想，却发现理想远的令我恐惧。

挺想家的，于是随便就写了这几笔。希望自己会渐渐的适应
吧，可是当我懂得了许多的时候，我就越发的恋家。

希望自己会成为一个会生活的人吧，不管自己身在何方。我
的一个大学同班同学，叫做王子立，就指责过我，说我不懂
怎么生活。当时我嘴上鄙夷他了一番，对他的说法嗤之以鼻，
但是我知道，他说得对。平时，有的时候我真的是不会生活。
这个王子立，是一个比较有条理的人，有的时候我和他打打
嘴架，气气他，可是我还是非常的佩服他的，挺厉害的一个
人。



快要放假了，希望能够多回家呆几天。想家了。

沙漠自由不自由篇五

根据以下材料，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
文章(不要写成诗歌)

你可以选择穿越沙漠的道路和方式，所以你是自由的;你必须
穿越这片沙漠，所以你又是不自由的。

“沙漠”象喻“人生困境”

复旦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黄荣华认为，今年的作文题目是一
道“两概念”类的材料题，是一道正常的、老师们都在关注
的题型。但从审题的角度来看，与往年略有难度的是“沙
漠”具有象喻性，即人生的困境。题目中的“可以选择”表
示一种或然性，而后半段的“必须”则表达必然性。

黄荣华认为，作文题目所要表达的核心意思与古罗马诗人贺
拉斯的诗句：“无论风暴将我带到什么岸边，我都将以主人
身份上岸”相吻合。即命运的必然性和人的主动性，虽然人
生必然会遇到困境，但我们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化约束(人生
困境)为自由(人生坦途)。

从写作的角度来看，黄荣华认为，考生们既可以从自由的角
度切入，选择最适合的方式穿越困境来写;也可以从约束的角
度来写，关注困境的存在，不要迷信道路和方法;还可以将两
个角度融合在一起，即化约束为自由。

题目思辨性强既自由又有限制

交大附中嘉定分校语文组长申玲娣老师认为，今年的作文题
目一如上海卷作文的命题理念：既自由又有限制，且有很强
的思辨性。



“人生乃至社会的诸多方面都是如此，我们有相对的自由，
又有不得以的苦衷。”申玲娣说，必须穿越沙漠可以视为喻
体，本体可以是人生社会各个层面各个领域。

申玲娣认为，自由的选材如作文的寓意一样可以自由选择，
但是又脱不开材料关键词的限制。而辩证则体现在“道路与
方式的自由”与“必须穿越的不自由”上，以及“必须穿过
的不自由”亦可以辩证看待。

她举例，教育、成长、生活、社会带给个体的种种约束是被
动接受的箍咒，也是动力和激发潜能的源泉;再比如，带着镣
铐跳舞，却可以舞出最美丽的风姿，源于充满个性的道路，
处事方式的睿智。

申玲娣认为，这道作文题目让我们看到了成长更为关键的影
响因素，那便是每个人的价值选择与信念坚持，这自由赋予
每个人梦想开花的机会，无论在沙漠亦或绿洲。

过于抽象令人失望

高考作文题年年受到公众的极高关注，究其原因，除了语文
这门学科本身和母语、传统文化的紧密联系外，知识界和普
通大众对于作文予以的期待和厚望也是重要原因。作文考验
的不仅仅是学生遣词造句的能力，更是其思维能力的体现。

眼下，一种来自学界的呼声日渐响亮：当全国各类各级高等
学府都在为创新人才选拔和培养而挠破头皮时，高考语文作
文理应更“给力”一些，在命题上给考生自由思考提供更大
的空间。

图解概念限制学生想象力

“无意中看了部分省市的作文题目，感到非常失望，有些过
于抽象、过于概念化的作文题，很难让学生发挥各自的想象



能力。”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理工大学校长钱旭红昨天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称，“现在青年学生最缺的是想象能力，其
次是逻辑能力和表达能力。这样的作文题，怎能考查出学生
能力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在钱旭红看来，每个学生都是有差
异的、独特的个体，教育的.目的是成就每一个人，而不是把
不同的人培养成同一的产品。

如此概念化的作文题，严重限制了学生发挥的空间。“如果
我出题目，我想让学生从身边最普通的用具或者是最普通的
人事物切入，来写一篇作文。甚至可以让学生写一个简短的
《新西游记》。”

看了今年的作文考题，同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陈强非常担心：
“我也是家长，今年的一些作文题离中学生的生活太遥远了，
高中生毕竟‘童心未泯’，没有较深地接触过社会，要求他
们按照成年人的思维方式去认识和分析世界，并不合理。”

钱旭红认为，部分省市的作文题今年依然习惯性地把概念图
解化。以上海卷为例，“一个参加高考的孩子对自由能了解
多少?又有多少孩子见过大沙漠?而这些学生的生活阅历不足
以使他们在没有经历过的情况下还能有感而发。”

“我不想打击命题者和语文老师，但从公布的一些作文题来
看，恐怕我们的教育无益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而是起到
了一定的抑制作用。”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蔡天新以浙江卷
作文题“门与路”举例。让学生思考门与路的关系，这本身
是一个很好的题目。但不知为何，命题时要限定大学的“门
与路”。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后面的限定，这道题目给学生
的思考空间应该非常广阔。

作文破题不是“猜禅宗公案”

环顾今年全国各地的作文题，一个很大的亮点是：“哲”气
逼人。除了上海的作文题“穿越沙漠和自由”外，还有浙江



卷的“门与路”，四川卷的“人只有站起来后世界才属于
他”、湖北卷“山顶的风景”、江苏卷“什么是不朽”等等。

“今年的很多作文题看起来出得不错，但我反而有一个担心：
学生最后写出来的作文，可能远没有题目本身来得好看。”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徐英瑾说，很多题目要写好，颇见学
生功力;几乎可以断定，大多数学生“写不好”。

以湖北卷“山顶的风景”为例，徐英瑾认为，这是今年所有
高考题中出得最好的一个。但这样的题目交给高中生，受限
于他们的人生阅历以及有限的知识基础，最后写出来的文章
十之八九会落入“两分法”的套路，比如说要一分为二地看
待事物或问题等等。这样论述自然不能算错，但成文后显然
没有题目本身的那种意境。“要借此题，想到人生在世遇到
任何问题时听取他人意见，会听到正反两种声音，但决断归
根到底还是取决于个人意志，达到这种层面思考的考生估计
凤毛麟角。”

徐英瑾直言，今年很多省市的作文题，“不是哲学味浓，而
是禅味足”。命题类似于禅宗的做法，老和尚给小和尚讲个
小故事，让小和尚自己体悟其中的道理。作文题里有隐喻，
学生写作时先要“猜”到命题者的心思，把隐喻的本体找出
来，然后写作。这很大程度上考的是学生的发散思维能
力，“猜”对了，得高分;“猜”错了，语文就考砸了。“高
考是为国家遴选人才，现行作文训练模式下培养的学生，发
散思维能力较强，可能更贴合大学少数人文学科专业的要求，
但估计照顾不到大量理工科专业对学生逻辑思维能力方面的
要求。”

作文题本身就有逻辑小漏洞

在不少高校专家眼中，今年一些省市的作文题目也很难看出
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而这也一直是大学对于基础教育的不
满。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讲师朱绩崧说，“今年的作文题对不少中
学生来说会比较难，因为现在的中学比较缺少逻辑思维的训
练，语文课对思辨不够重视，作文片面强调套路、辞藻，缺
少思想、争鸣”。即便是在大学英文系，他每年遇到的学生
中，有能洋洋洒洒写出长篇大论的，但“那些华丽的词藻只
能掩饰逻辑的虚弱，让我有点着急。”

“上海今年的作文题虽然有宏大的哲思空间，但是题目本身
在逻辑上有小漏洞，这使得题目并不完美。”朱绩崧
说，“如果我是学生，我是不是可以写地球是圆的，我应该
有绕开沙漠的可能呢?”除了上海卷，今年的北京卷在他看来
也有小小的漏洞。“虽然重提老传统让人感到一些温暖，但
是那些老传统真的就很好吗?很多传统都是有时代烙印的，离
开了那个特定的时代，某些传统就显得有点儿不合时宜了。
学生可以在写作文时，对作文题本身提出异议吗?恐怕不能，
因为那样得分会吃亏。”

“我每年看不少学生的学术论文，有一些论文写得简直语无
伦次，仅仅凭逻辑就可以否决这些文章。”一直坚持在一线
培养学生的钱旭红，毫不掩饰对现在基础教育的不满。

沙漠自由不自由篇六

【作文题目】

阅读下面的材料：

你可以选择穿越沙漠的道路和方式，所以你是自由的;你必须
穿越这片沙漠，所以你又是不自由的。

要求：

1、自选角度，确定文意，自拟标题，文体不限(不要写成诗
歌)。



2、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义的范围

3、不少于800字

4、不得套作，不得抄袭

【范文】

上帝创造了我，然后把模子打碎。

——卢梭

人生如沙漠之旅，旅程和目的地已被设定，这是所有人都拥
有的束缚;但旅程的道路与方式因人而异，这是每个人不同的
自由。束缚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绝对的，但之所以感到自由的
多寡不同，则源于对束缚挣脱的程度差异——自由是挣脱束
缚中努力而来的结果。

“有些鸟注定是不会被关在笼子里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
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安迪正像是那只自由的鸟，即使身
陷囹圄之苦，但内心却从未放弃对自由的憧憬与向往。肖申
克监狱的围墙高大如山，却挡不住一个清白之人向往自由的
心。一个几百年才能挖通的隧道在安迪十四年的不懈努力下
超额完成。自由属于安迪，属于每一个在束缚中挣扎拼搏的
勇敢之人。他们都是自由之鸟，生来属于无边无际的苍穹。

束缚不一定有形，无形的束缚也时常存在。而无形束缚更可
怕的是，它看不见摸不着，当事人经常是沉浸在束缚的“温
柔怀抱”中，却丝毫未觉自己已身陷泥潭，并越陷越深。无
形的束缚于李开复来说就是当下生活的优越;于季羡林来说是
三顶“桂冠”的褒奖;于约翰·列侬来说则是对于生活的疲于
奔命。

但我看见了被束缚的他们身上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李开



复“从心选择”，放弃现有优越条件为了理想毅然前进;季羡
林洗清泡沫，还自己一个自由身;列侬停下飞快的脚步，等待
着灵魂的回归，不拘于世俗。为了自由，他们勇敢地在束缚
中寻找，不论天寒地冻，路远马亡，只要寻找就义无反顾，
自由女神也在他们的正前方微笑招手。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束缚的突破并非打破一切都障碍，
自由的前提是尊重束缚，尊重这个充满规律的世界。正如芮
成钢所言：“每个人生活在这世界上，都背负着一堆‘纸枷
锁’，其实它们一挣就开，但一辈子都不敢挣开，因为后果
太严重。”正如我们的法律、道德律，如果这些束缚被冲破，
世界将无法想象，规律将不复存在，更别说自由的实现了。
因此，在绝对的束缚中寻找相对的自由，才是快乐之道。

沙漠自由不自由篇七

根据以下材料，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
文章(不要写成诗歌)

你可以选择穿越沙漠的道路和方式，所以你是自由的;你必须
穿越这片沙漠，所以你又是不自由的。

复旦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黄荣华认为，今年的作文题目是一
道“两概念”类的材料题，是一道正常的、老师们都在关注
的题型。但从审题的角度来看，与往年略有难度的是“沙
漠”具有象喻性，即人生的困境。题目中的“可以选择”表
示一种或然性，而后半段的“必须”则表达必然性。

黄荣华认为，作文题目所要表达的核心意思与古罗马诗人贺
拉斯的诗句：“无论风暴将我带到什么岸边，我都将以主人
身份上岸”相吻合。即命运的必然性和人的主动性，虽然人
生必然会遇到困境，但我们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化约束(人生



困境)为自由(人生坦途)。

从写作的角度来看，黄荣华认为，考生们既可以从自由的角
度切入，选择最适合的方式穿越困境来写;也可以从约束的角
度来写，关注困境的存在，不要迷信道路和方法;还可以将两
个角度融合在一起，即化约束为自由。

交大附中嘉定分校语文组长申玲娣老师认为，今年的作文题
目一如上海卷作文的命题理念：既自由又有限制，且有很强
的思辨性。

“人生乃至社会的诸多方面都是如此，我们有相对的自由，
又有不得以的苦衷。”申玲娣说，必须穿越沙漠可以视为喻
体，本体可以是人生社会各个层面各个领域。

申玲娣认为，自由的选材如作文的寓意一样可以自由选择，
但是又脱不开材料关键词的限制。而辩证则体现在“道路与
方式的自由”与“必须穿越的不自由”上，以及“必须穿过
的不自由”亦可以辩证看待。

她举例，教育、成长、生活、社会带给个体的种种约束是被
动接受的箍咒，也是动力和激发潜能的源泉;再比如，带着镣
铐跳舞，却可以舞出最美丽的风姿，源于充满个性的道路，
处事方式的睿智。

申玲娣认为，这道作文题目让我们看到了成长更为关键的影
响因素，那便是每个人的价值选择与信念坚持，这自由赋予
每个人梦想开花的机会，无论在沙漠亦或绿洲。

高考作文题年年受到公众的极高关注，究其原因，除了语文
这门学科本身和母语、传统文化的紧密联系外，知识界和普
通大众对于作文予以的期待和厚望也是重要原因。作文考验



的不仅仅是学生遣词造句的能力，更是其思维能力的体现。

眼下，一种来自学界的呼声日渐响亮：当全国各类各级高等
学府都在为创新人才选拔和培养而挠破头皮时，高考语文作
文理应更“给力”一些，在命题上给考生自由思考提供更大
的空间。

“无意中看了部分省市的作文题目，感到非常失望，有些过
于抽象、过于概念化的作文题，很难让学生发挥各自的想象
能力。”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理工大学校长钱旭红昨天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称，“现在青年学生最缺的是想象能力，其
次是逻辑能力和表达能力。这样的作文题，怎能考查出学生
能力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在钱旭红看来，每个学生都是有差
异的、独特的个体，教育的.目的是成就每一个人，而不是把
不同的人培养成同一的产品。

如此概念化的作文题，严重限制了学生发挥的空间。“如果
我出题目，我想让学生从身边最普通的用具或者是最普通的
人事物切入，来写一篇作文。甚至可以让学生写一个简短的
《新西游记》。”

看了今年的作文考题，同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陈强非常担心：
“我也是家长，今年的一些作文题离中学生的生活太遥远了，
高中生毕竟‘童心未泯’，没有较深地接触过社会，要求他
们按照成年人的思维方式去认识和分析世界，并不合理。”

钱旭红认为，部分省市的作文题今年依然习惯性地把概念图
解化。以上海卷为例，“一个参加高考的孩子对自由能了解
多少?又有多少孩子见过大沙漠?而这些学生的生活阅历不足
以使他们在没有经历过的情况下还能有感而发。”

“我不想打击命题者和语文老师，但从公布的一些作文题来
看，恐怕我们的教育无益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而是起到



了一定的抑制作用。”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蔡天新以浙江卷
作文题“门与路”举例。让学生思考门与路的关系，这本身
是一个很好的题目。但不知为何，命题时要限定大学的“门
与路”。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后面的限定，这道题目给学生
的思考空间应该非常广阔。

环顾今年全国各地的作文题，一个很大的亮点是：“哲”气
逼人。除了上海的作文题“穿越沙漠和自由”外，还有浙江
卷的“门与路”，四川卷的“人只有站起来后世界才属于
他”、湖北卷“山顶的风景”、江苏卷“什么是不朽”等等。

“今年的很多作文题看起来出得不错，但我反而有一个担心：
学生最后写出来的作文，可能远没有题目本身来得好看。”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徐英瑾说，很多题目要写好，颇见学
生功力;几乎可以断定，大多数学生“写不好”。

以湖北卷“山顶的风景”为例，徐英瑾认为，这是今年所有
高考题中出得最好的一个。但这样的题目交给高中生，受限
于他们的人生阅历以及有限的知识基础，最后写出来的文章
十之八九会落入“两分法”的套路，比如说要一分为二地看
待事物或问题等等。这样论述自然不能算错，但成文后显然
没有题目本身的那种意境。“要借此题，想到人生在世遇到
任何问题时听取他人意见，会听到正反两种声音，但决断归
根到底还是取决于个人意志，达到这种层面思考的考生估计
凤毛麟角。”

徐英瑾直言，今年很多省市的作文题，“不是哲学味浓，而
是禅味足”。命题类似于禅宗的做法，老和尚给小和尚讲个
小故事，让小和尚自己体悟其中的道理。作文题里有隐喻，
学生写作时先要“猜”到命题者的心思，把隐喻的本体找出
来，然后写作。这很大程度上考的是学生的发散思维能
力，“猜”对了，得高分;“猜”错了，语文就考砸了。“高
考是为国家遴选人才，现行作文训练模式下培养的学生，发



散思维能力较强，可能更贴合大学少数人文学科专业的要求，
但估计照顾不到大量理工科专业对学生逻辑思维能力方面的
要求。”

在不少高校专家眼中，今年一些省市的作文题目也很难看出
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而这也一直是大学对于基础教育的不
满。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讲师朱绩崧说，“今年的作文题对不少中
学生来说会比较难，因为现在的中学比较缺少逻辑思维的训
练，语文课对思辨不够重视，作文片面强调套路、辞藻，缺
少思想、争鸣”。即便是在大学英文系，他每年遇到的学生
中，有能洋洋洒洒写出长篇大论的，但“那些华丽的词藻只
能掩饰逻辑的虚弱，让我有点着急。”

“上海今年的作文题虽然有宏大的哲思空间，但是题目本身
在逻辑上有小漏洞，这使得题目并不完美。”朱绩崧
说，“如果我是学生，我是不是可以写地球是圆的，我应该
有绕开沙漠的可能呢?”除了上海卷，今年的北京卷在他看来
也有小小的漏洞。“虽然重提老传统让人感到一些温暖，但
是那些老传统真的就很好吗?很多传统都是有时代烙印的，离
开了那个特定的时代，某些传统就显得有点儿不合时宜了。
学生可以在写作文时，对作文题本身提出异议吗?恐怕不能，
因为那样得分会吃亏。”

“我每年看不少学生的学术论文，有一些论文写得简直语无
伦次，仅仅凭逻辑就可以否决这些文章。”一直坚持在一线
培养学生的钱旭红，毫不掩饰对现在基础教育的不满。

沙漠自由不自由篇八

一枚尘土，在自然界中看似不起眼。然而，它却蕴藏着特殊
的力量——自由的力量。这力量无拘无束，胜过大海的怒吼，



山岳的引力和星球的运转。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这首诗生动形象的写出了自由的力量有多大。而尘土，随风
起而飘，风停而落，任何地方、任何人、任何事都无法把它
束缚住。因为它是自由的，没有什么可以牵制住它的自由。

而《坚硬的荒原》则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骨瘦嶙峋的
老人，让他呢三个消瘦、穷苦的孩子分别用嘴在荒原上刨坑，
用嘴接风中的尘土，用眼泪浇灌刚种下的树种。三个孩子已
变成了满头白发的老人，树也长大，引来无数自由的鸟儿，
结满了硕大的果实。但是老人却不让他们休息片刻，又冷酷
无情得将三个孩子带到了另一个地方，继续种着树。老人是
如此的.冷漠无情，那三个孩子又是何其的可怜。但是老人所
做的一切，却是为了让坚硬的荒原变成充满“自由”的森林。

如果荒原是我们的生命，那么那冷漠的硬汉便是我们的意志，
那三个可怜的孩子就是我们所拥有的力量。这股力量将带领
我们去征服世界和冲破神秘的黑暗，仰望自由的天空。

也许，我们的身体是被束缚的，但是我们的思想、意志和力
量是自由的。我们的命运不是由上帝来安排的，只要我们的
心是自由的，有着向往自由的渴望并为此而奋斗。那么，身
体上的束缚终将会被这股自由的力量所冲破，我们的命运也
会因奋斗而改变。从那一刻开始，我们的身心、我们的灵魂、
我们的所有都将是自由的。我们就可以像尘土一样，随自己
的意愿去自由地选择落脚点、栖息处。

当风起云涌时，你是否想过让风将你带走，把你带到你想去
的任何一个地方；你是否想过在风中自由飞翔，感受自由的
愉悦；你是否有过前所未有的心旷神怡。把自己当做一粒尘
土，随着风，自由的在天空中翱翔。

做一枚自由的尘土，带着自由的力量，傲视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