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古人学习辨析思维
■光明中学语文教师 李 新

笙学法指导

� � � �有些高三的同学问我， 怎样在
作文中体现辨析思维？

的确，辨析思维对于高考作文来说
确实非常重要。 一篇作文，如果见解独
到、思想深刻、富有辨析思维，肯定能受
到阅卷老师的青睐，从而获得高分。 但
辨析思维可不是说来就来的，它说到底
决定于一个考生的思维品质及思想品
位，一个平时阅读甚少“囊中羞涩”又
对现实生活缺乏关注、 缺乏思考的考
生，想在高考中随意发挥一下就能写出
具有辨析思维的文章，那可能是有些痴
人说梦了。 因此，说到底辨析思维跟阅
读与体验有关。

那么，在距离高考越来越近的日子
里，高三学子怎样训练自己的辨析思维
呢？ 我的建议是从古文中汲取古人辨析
思维的智慧。

翻开我们课本中的文言文，有不少
篇都充满了古人辨析思维的智慧———

比如《诸子喻山水》中老子说：“天
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天下没有什么比水更柔弱的，但它又是
最强大的，因为它要去进攻所有比它坚
硬强大的事物，它没有不取胜的。 这一
对弱和强的矛盾就统一在水这一事物
上。 这不是辨析思维又是什么呢？

再比如庄子的《秋水》，它阐述的
是大和小的一对矛盾。 处在自己狭小的

空间以为自己最大，然而见到比自己大
得多的事物，便认识到自己的渺小。 大
海是大，可它处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
木之在大山也。人可谓是大，“人是万物
的灵长”，天地之间，唯我独尊，但人和
万物比起来，就如同毫毛之于马体。 这
不是辨析思维又是什么呢？

对于世界上的万事万物，“自其变
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
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
（苏轼《前赤壁赋》）变与不变也是一
对矛盾， 矛盾往往是对立统一的。 所
以，苏轼对于苦难就是这样一种态度，
遭贬是人生的大不幸， 但人处在自然
之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
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
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这便是一种辨析思维。 有了这样的辨
析， 所以苏轼才有了对生活的达观态
度。

去年高考，不少考生在写“一切都
会过去”和“一切都不会过去”的时候
就引用了苏轼在《前赤壁赋》中的这段
话。 “自其变者而观之”，这就是“一切
都会过去”；“自其不变者而观之”，便
是“一切都不会过去”，分析得相当深
刻，充满了辨析思维。 实际上，回想苏轼
的一生，充满了生活的辩证法。 遭贬黄
州，表面上是生活的不幸，可谁又不说

是生活的幸呢？ 苏轼因为“乌台诗案”，
遭人陷害，被打进大牢，写反诗诬蔑皇
上那不本是死罪一条吗？ 现在大难不
死，被贬黄州做团练副使，那不是生活
的万幸吗？ 再说黄州时期，表面上是苏
轼人生的低谷，可就是这段时期，成为
他文学上最重要的时期，奠定他在文学
史上重要地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都是在这
一时期完成的。所以，我们往往说“国家
不幸诗家幸”，“诗家不幸诗歌幸”，生
活不幸的苏轼造就了旷世文学的幸，幸
与不幸这一对矛盾体不就统一在一个
苏轼身上吗？

所谓的辨析思维也就是掌握对立
统一规律。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对
立的两个方面， 这两个方面在某种
条件下是既对立又统一的。 我们生
活中的有与无 、大与小、黑与白 、广
与窄、高与低、强与弱、胜与负、好与
坏等都是这样矛盾着的， 这对立的
两个方面在一定条件下是会相互转
化的。 因此生活中处处充满了辩证
法。 也正因为如此，苏辙在《黄州快
哉亭记》 中才说：“使其中不自得，
将何往而非病？ 使其中坦然，不以物
伤性，将何适而非快？ ”现代作家汪
曾祺才说：“幸亏我被打成了右派，
不然我这辈子太平淡了。 ”运用辩证

法的思维看待生活， 就会像苏轼一样
具有达观的态度。

若细加分析， 教材中的 《阿房宫
赋》、《黄州快哉亭记》、《谏太宗十思
疏》、《过秦论》、《师说》、《劝学》、
《伶官传序》、《鱼我所欲也》、《兰亭集
序》、《秋声赋》、《文论十则》等都具有
这样的辨析思维。

而且古人的文章是逻辑严密的典
型范例。 不少同学的作文，因为思维的
不缜密， 在逻辑结构上显得十分不严
密，甚至严重混乱，这一点上也要学学
古人。 拿孟子的《鱼我所欲也》来说，作
者先是以鱼和熊掌作比喻， 通过类比，
提出舍生取义的观点，紧接着从正面阐
述观点，生怎么样，死怎么样；然后从反
面论述，“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
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 使人之所恶莫甚
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
此得出结论：“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
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 是故所欲有
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 ”环环相
扣，天衣无缝，气势夺人，逻辑非常严
密，论证非常富有力量。 同学们写议论
文， 如果能有这样严密的逻辑结构，善
莫大焉！

因此，如何训练辨析思维，还是把
教材中的典范古文再温习一遍，认真思
考，或许会从中悟出一些道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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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材料一：2012 年 3 月 5 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

作报告。 回顾了这一年来取得的重大成就：国内生产
总值 47.2 万亿元， 比上年增长 9.2%； 公共财政收入
10.37 万亿元，增长 24.8%；粮食产量 57121 万吨，再创
历史新高；城镇新增就业 1221 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 8.4%和
11.4%。 巩固和扩大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实
现了“十二五”时期良好开局。

材料二：指出了不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超
过了预期。 如下图：

材料三：指明了发展方向：2012 年经济社会发展
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7.5%；城
镇新增就业 900 万人以上，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6%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 4%左右；进出口
总额增长 10%左右， 国际收支状况继续改善。 同时，
要在产业结构调整、自主创新、节能减排等方面取得
新进展， 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增长和经济增长保持同
步。

温家宝担任总理 9 年，“过得不易， 也不平凡”。
偌大的中国， 改革开放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

仍有遗憾和不足。可见，在本届政府的最后一年，任务
更加艰巨，责任更加重大。

《政府工作报告》可以从经济常识、政治常识和
哲学三方面来解读。

经济常识：①发展是硬道理。 我国坚持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 去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
年增长 9.2%。②财政收支是实现国家职能的物质保
证。 随着 GDP 的进一步增长，公共财政也在增长，
表明在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关系上，经济发展是
源，财政收入是流。 财政收入必要的增加，是保证人
民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客观要求。 ③农业是国民
经济的基础。 粮食生产关系到 13 亿人的生存，粮食
的增产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和国家的粮食安全。
④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 这说明：社会主义生
产目的就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
活，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 ⑤
CPI 提高反映了市场经济是有缺陷的，需要宏观调
控。 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
产总值增长下降到 7.5%， 说明要坚持科学发展，把
工作着力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提高
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来， 以利于实现更长时期、
更高水平、更好质量发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把工
作着力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提高经
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来， 以利于实现更长时期、更
高水平、更好质量发展，力求可持续发展。 ⑦进出口
总额增长 10%左右等表明： 我国坚持对外开放，走
互利共赢的道路。

政治常识：①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对经济又具有
反作用，指导、影响或制约经济的发展。正确的政治领
导的成果， 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
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②组织和领导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最主要的职能。

国家政权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有效加强对经
济的管理，完善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把稳增长、控
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更好地结合起
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③我国实行人民民主专
政，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等符合
人民根本利益，体现了建设责任政府的目标。 ④当前
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综合国
力的较量。 我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要抓住
机遇，迎接挑战，必须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
进展，努力增强综合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力争在激
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
资源，互利共赢。

哲学常识：①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有能动
作用， 正确的意识对事物的发展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要更加有预见性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准确把握好
调控的力度、节奏、重点，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②
要用联系的观点观察和处理问题。 做好 2012 年的经
济工作，要继续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
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这三者的关系；要坚持统筹
兼顾，切实把握好各项目标，稳中求进。③质变和量变
的辩证统一关系。 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
变的必然结果。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量变的一种情
形，一定条件下可以引起质变。 ④要坚持两点论和重
点论的统一，善于把握重点和主流。产业结构调整、自
主创新、节能减排等方面，就是突出主题，贯穿主线，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
续性。

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各种不同利益，阻碍
重重。 我们既要认识到前面的困难，也要看到改革是
必然趋势。要支持新生事物，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把
握主流。

本材料可以构成选择、简答和分析说明题等。

笙高考时政复习之二

解读 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
■交大附中政治高级教师 蒋敏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