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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十三 

【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 6”划线句子写到：“有我”和“无我”并非相互冲突的矛盾，二者相互融合

促进、相互转化升华，“有我”和“无我”也道出了人类精神世界的辩证法。结合你对这句

话的思考，联系实际，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40分） 

要求：（1）观点明确，见解深刻；（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3）

思路清晰，语言流畅；（4）字数控制在 1200字左右。 

 

【给定资料】 

6.意大利罗马，议会广场上公元前六世纪的方尖碑，正对着的蒙特奇特利欧宫，那是众

议院所在地。今年 3月 2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访欧洲，在这里会见意大利众议长菲科。会

见临近结束，“70后”的菲科说，“最后，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不知能不能问一下？”

全场目光注视着他。“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大家轻声笑起

来。菲科补充说：“因为我本人当选众议长已经很激动了，而中国这么大，您作为世界上如

此重要国家的一位领袖，您是怎么想的？” 

某报记者杜某是在场记者之一，她听到习近平总书记说，“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

重、工作非常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

奉献自己。一个举重运动员，最开始只能举起 50公斤的杠铃，经过训练，最后可以举起 250

公斤。我相信可以通过我的努力，通过全中国 13亿多人民勠力同心来担起这副重担，把国

家建设好。我有这份自信，中国人民有这份自信。”杜某赶忙把这段话速记下来，很快，这

篇发自现场的报道，在网络刷屏。 

“无我”一词出现得很早。苏轼在为司马光写的碑文中有“公亦无我，惟民是度”，元

代刘祁在《归潜志》中写道：“士大夫为吏者，当以至公无我处之”。“无我”是中国传统文

化对胸怀天下、坦荡无私的境界追求。研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知之深爱之切》《习

近平在正定》等著作，不难发现，习近平始终把为群众办实实在在的好事放在首位。为此，

他可以不远千里考察学习办成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他可以骑着“二八”自行车走街串巷、

解决问题，兴起正定调查研究新作风。他始终同群众在一起，充分掌握基层事情和群众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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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想，做到胸有成竹的充分自信，不断创出造福一方的优异成绩。 

“无我”与“有我”，历来是中国思维体系和社会文化构建的重要元素。从庄子的“非

彼无我，非我无所取”到《杂阿含经》“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从王国维的“无我之境，以

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到胡适“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有我”

和“无我”并非相互冲突的矛盾，二者相互融合促进、相互转化升华，“有我”和“无我”

也道出了人类精神世界的辩证法。 

 

【参考范文】 

“有我”与“无我” 

从一般意义上理解，“有我”是自我意识的凸显，是遇事不退缩的担当精神；“无我”则

是做人能够做到淡泊名利的人格境界。二者之间体现了做人与做事、精神与境界的辩证思考。

应当说，做事当以“有我”的心态，积极主动地担当方能有所建树；做人当以“无我”的境

界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才能更好地立身于世。【点评：阐释正确看有我与无我的关系的重要

作用，以此点明中心】 

为什么说做事当以“有我”的心态，积极主动地担当？ 

因为一个人只有去担当才能体现生命的价值，才能成就一番事业。【提出分论点】一个

人担当得越多，往往证明其价值越大。【进一步解释】人生在有担当中成长，在敢担当中前

行，在能担当中辉煌。遇事推诿、裹足不前，在逃避责任的同时，往往也错过了成就事业的

机会。许多政治家、企业家正是因为在国家或者组织面临重大困难时挺身而出，以大无畏的

精神真干、实干才成就了自身，如：毛泽东、邓小平，张瑞敏、任正非等。【展开论证】正

是他们以“有我”的心态、敢于担当的精神才成就了自身的功业。【得出结论】 

往更深的层次来说，“有我”的担当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提出分论点】正是这些

担当精神的传承与延续才使得我国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每逢大事之际、治乱之秋，兴亡悬

卵、民生危殆之时总有无数仁人志士赴汤蹈火、前赴后继地解民之忧患、救国于危难。【进

一步阐释精神内涵】如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谭嗣同的“我自横

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等警烁千古的名句都是担当精神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青年

时，为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可以骑着“二八”自行车走街串巷，可以不远千里考察学习办成

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不断创造出造福一方的优异成绩，也是在做事上“有我”的担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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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现……【展开论证】如果在危难和需要承担责任之时，每个人都往后退缩，我们国家怎

么发展？社会怎么进步？所以说，个人需要“有我”的精神来做事，国家、社会更需要有担

当的人。【得出结论】 

为什么说做人又当有“无我”的境界呢？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无我”是淡泊名利的人格境界。【提出分论点】

如果一个人没有“无我”的境界，总是把名利看得非常重要，其实也很难获得成功，也就无

法做出“有我”的事业。如果个人的奋斗目标不在事业、而在功名，就会格局小、境界低，

做事畏手畏脚、患得患失。【运用多种方式展开论证，假设论证、类比论证】在面临抉择之

时总是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团体利益矛盾化、复杂化，最终只能落得事的功亏、人的污

名。在这方面，杨秀清、袁世凯、张国焘等都可做前车之鉴。【提出对策】 

反过来说，如果能以“无我”之私行“有我”之公，结果往往会假其“私”而成其“公”。

【提出分论点】就是说一个人能以“无我”的境界去做“有我”的事情则往往又能够成就自

我。【解释分论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样的人永远能做到目标明确、心无旁骛，始终

以大公之心对待事情。这样自然也能得到众人的认可与帮助，恰恰又能因“无我”的境界成

就了“有我”的功业。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意思是我愿意做到一个“无

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这就是“无我”境界的体现。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他的一生都在和水稻打交道，为全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袁隆平却常说，“杂交水稻并

非我一个人的成绩，而是整个科研团体的成就。”【展开论证】可见，他们都是以“无我”的

心态在做“有我”的事情，而恰恰又因为这种“无我”成就了他们的“有我”。【得出结论】 

由此可以看出：做事当以“有”，有则有功；做人当以“无”，无也是有。【言简意赅，

画龙点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