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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十六 

【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 5中的划线句“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

明月皆如此。”用以映射文化的历史流动性，请深入思考这句话的内涵，结合给定资料与生

活实际，以“追寻‘文化原乡’”为主题，写一篇文章。（40分） 

要求：（1）观点明确，见解深刻；（2）自拟题目，自选角度；（3）参考“给定资料”，

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4）思路清晰，语言流畅；（5）字数 1000～1200字。 

【给定资料】 

资料 5： 

丁酉新春，旨在“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的《中国诗词大会》风靡全

国，“圈粉”无数。去年第一季，节目一经推出就收获好评如潮，如今第二季的节目“观众

缘”更强，“诗词力”更猛。在“一笑二闹三跳四唱”的娱乐节目时代，为什么《中国诗词

大会》能够以如此优雅的方式脱颖而出？ 

“腹有诗书气自华”，用来形容《中国诗词大会》的参赛选手再合适不过。观众为优秀

选手们的才华所折服，也为其他普通参赛者的励志故事所感动。古诗词虽然“曲高”，但“和

者众”，从 50后、60后到 00后，都有着咿呀学诗的共同经历和共同记忆。正是这共同的文

化记忆，构成了文化传承的大众基础，所以《中国诗词大会》能够靠着“熟悉的陌生题”，

大面积地唤起观众的参与感。尤其是在春节这个全家人围炉夜话、共享团圆的节日里，跟随

节目一起回味那些年背过的唐诗宋词，让团聚别增了思接千载的文化韵味。 

很少有哪个民族，能像我们这样，拥有灿若星汉的经典诗篇；也很少有哪个国度，能像

我们这样，无论童叟都能念诵几句古典诗词。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诗歌缘起，到“黄

河之水天上来”的盛唐气象，再到“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革命情怀，《中

国诗词大会》以其纵横捭阖的集纳，让观众不禁发出对传统文化的由衷钦佩。“铜雀台”是

谁修的？“谢公屐”的“谢公”是谁？“草色遥看近却无”的“看”怎么读？类似“日用而

不知”的知识，在丰富观众眼界学识的同时，也激发起不少人学习传统文化的自觉。既有丰

富多彩的内涵，也注重切身感、共同性，正是《中国诗词大会》触发“传统文化热”带给我

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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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是小众的，但在某些家庭、某个人的心灵岛屿里，诗词却是千山万水，是他们的

‘主旋律’。”一位观众的感触，引来许多人同声感慨。农民白大姐曾患淋巴癌，诗词给了她

用朴实乐观直面清贫家境和病痛煎熬的力量，也让人看到了文化滋养如何对抗命途多舛。65

岁农民王叔叔，一边摆着修车摊，一边和众人“推敲”诗词语句，如果有人帮他改一个字，

他就请对方喝一瓶啤酒。生活的平凡，挡不住内心里对诗意远方的向往。而古典诗词的力量，

正在于穿越千年而与普通个体的人生和命运发生关联，并在个体面对生活的惊涛骇浪时给予

他们平静的力量。诗心是个人的，而诗意是共同的，诗歌里有的是古今一脉的文化印记，有

的是慰藉人生的精神给养，有的是耐人寻味的审美趣味。正像一位参赛者所说，热爱古诗词，

只因其中有太多“现代人完全给不了你的这种感觉”。 

有人疑问，古诗文默写在高考语文中占比不多，为什么要让学生花那么多时间去背？以

“应试心态”对待传统文化，难免会产生“划不划算”的困惑。一位大学生如此回应：“背

诵的许多内容已经忘记，但在诵读经典时，心灵受到的触动、激发的思考和从中汲取的养分，

将受益终身”。我们重温那些代代相传的诗词文本，不是因为它们行将消失、即将毁灭，也

不是因为我们忧思古人、恋旧复古，而是因为它们记述着我们民族所特有的精神追求、人文

精神和智慧力量，是我们生生不息的文化滋养，是我们走向复兴的精神支撑。在今天这个文

化多元、选择多样的时代，我们应有视通万里、贯通中西的容纳胸怀，也要激发返本开新、

别开生面的时代创新力，但决不能脱离传统文化的根脉。说到底，现代中国人的心灵仍然渴

望着古典诗词的甘霖，恰如现代中国的前行，同样需要从传统的文化原乡汲取精神力量。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文化是流

动的历史，让古代的精粹流入今天的生活，让古人的哲思照耀今人的征程，我们才能怀着自

信从容前行。 

【参考范文】 

文化原乡，薪火传承 

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用“岁月失语，惟石能言”来感叹匆匆时光流逝之下，只有文化遗

产才能记录和承载文化记忆和民族精神，这和“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

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意在强调文化对于民族历史、民族记忆、

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作用。【点评：阐释文化遗产、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以此点

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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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文化的历史发展犹如奔流的江河，匆匆逝去却源远流长，而那长河的源头便

是“文化原乡”。“文化原乡”是恒久不变的文化记忆，是中华文化的继承发展的来源，是

民族文明坚实的根基，承载着民族发展过去，见证着民族发展的当下，昭示着民族发展的未

来，只要我们循着“文化原乡”，华夏文明必将在历史的潮流中滚滚向前。【点评：解释“文

化原乡”的内涵，严格依照题干，再次强调追寻文化原乡的重要意义】 

追寻“文化原乡”，是对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最深刻印记的溯源，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有

着不同寻常的意义。【点评：分论点 1追寻“文化原乡”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意义】遗憾

的是，随着物质的丰盈，夏商文字、儒道思想，甚至就连传统风俗等经典元文化，都呈现渐

行渐远的趋势。【点评：反面论证，传统文化式微，需要传承和发展】一方面，很多年轻

人觉得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越来越寡淡，缺少现代化气息。以端午传统为例，尽管粽子

的品种越来越多，很多人已经再无法对这种传统食物提起兴趣。另一方面，很多年轻人开始

狂热地追捧外来文化，韩剧、美剧充斥荧幕，英雄主义价值观侵袭头脑。【点评：对比论证，

进一步佐证观点，加强说服力】这种种令人痛心的数典忘祖，皆映射出人们缺乏对文化历

史的认识，毋宁说追寻文化的宝贵渊源。【点评：分析现象进行总结回扣首句观点】 

成为历史的“文化原乡”，时刻指引着中华文化的基本走势，催生着不同时代的文化经

典，并无时不刻地丰富着历代人民的精神生活。【点评：分论点 2历史“文化原乡” 丰富

着历代人民的精神生活】它们以不同的形态或保留或演变为呈现在现代人面前的文化盛宴，

有的记载于卷宗里，有的以舞蹈等形式演绎，有的制成精美实物供人观赏。【点评：解释观

点】雄奇的秦始皇兵马俑，【点评：举例论证】以文物的形式成为历史，虽然不能为现代人

所效仿应用，却让人们领略了两千多年前的秦国盛景；【点评：分析例子】制陶工艺，【点

评：举例论证】作为古代器具制作的起点，经后人探索与改造，衍生出瓷器制造等多种工艺，

随着不同时代的不同技法和人们的需求，为人们提供着一个个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并走出最

经典的丝绸之路。【点评：分析例子】流逝的本源文化并没有因形式上落后而终结了使命，

它们为人所不断演进，以新的时代形态立足于世，其内涵更是永生不可磨灭。以史为镜，使

人明智，本源文化逝者如斯，却为当代留下永恒的借鉴意义。【点评：阐释意义，进行总结

回扣首句观点】 

任何时代都应不忘追寻“文化原乡”。【点评：分论点 3如何追寻“文化原乡”】民族

的本源文化可能已经被时代“淘汰”，而其中蕴含的丰富内涵以及为每个历史时代提供的文

化借鉴却能够为人们自我选择。这便需要人们在文化传承过程中不断更新，改造出符合时代

特点的文化盛宴。以“文”载道，传承民族文化、培育民族精神，从本源文化中汲取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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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甘泉，滋养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在溯寻中国文化源头的过程中，找回中华民族

的文化自信。【点评：道理论证，针对如何追寻文化原乡提出具体解决思路】 

一个民族文化的失传和变质是落后挨打的真正原因。中华民族要复兴，首先要寻找、继

承并认识“文化的原乡”，追本溯源，借此理性地做人，智慧地做事。【点评：总结全文，

回扣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