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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A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能力。

B.选项因果倒置。由原文第二段表述“我有意把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简

化为西洋小说对中国小说的影响过程，在‘挑战——应战’的模式中理解中国小说

形式的嬗变，以便详细勾勒晚清作家和‘五四’作家共同完成的转变的运动轨迹”

可见，“简化西洋小说对中国小说的影响过程”是因，“勾勒两代作家共同完成中

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运动轨迹”是果。

C.“是学习西方小说叙事模式的前提”无中生有。原文说“殊不知抛开对个人

内心生活的关注而学第一人称叙事，抛开现代人思维的跳跃与作家主体意识的强

化而学叙述时间的变形，一切都成了变换‘布局’之类的小把戏”，原文只是说抛开

这些会学不好西方小说叙事模式，但不能体现这些是“前提”。

D.“这展现出文学运动既有简单化也具有复杂性的特点”说法错误。从文中第

三段“……中国小说叙事模式演变的过程也就成了中国作家逐步掌握西洋小说技

巧的过程。这未免把复杂的文学运动简单化了。晚清作家的根本缺陷是受社会思

潮影响而无力突破‘中体西用’的格局，幻想接受新技巧而保留旧道德……”可知，

“晚清作家和‘五四’作家在小说艺术革新中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展现了文学运动

中复杂性的一面。

故选 A。

2．B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的能力。

B.“对此晚清作家有清醒而准确的认知”说法错误。从文中第三段“晚清作家

的根本缺陷是受社会思潮影响而无力突破‘中体西用’的格局，幻想接受新技巧而

保留旧道德……”可以看出，对于“小说的表现技巧不能脱离思想内容而孤立存

在”这一事实晚清作家是没有清醒而准确认知的。

故选 B。

3．C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能力。

根据文章第二段“在引笑话、轶闻、答问、游记、日记、书信等形式入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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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借鉴‘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的过程中，有意无意中部分转变了中国小说的

叙事模式” 可知：

A.选项中“使用笑话、轶闻来叙述主人公九死一生的遭遇”属于中国小说对

“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B.选项中“引游记入小说”属于中国小说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C.选项中“根据叙述者‘我’的感受重新剪辑情节时间，叙写祥林嫂的悲剧故

事”属于“把西方小说的‘内容’和‘形式’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接受”，不属于中国小

说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D.选项中“以日记体形式展示狂人错乱的心理状态”属于中国小说对“传统的

创造性转化”。故选 C。

4．D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筛选信息的能力。

A.“象征着英国的衰落”错误，应该是“不列颠尼亚”号的离去象征着英国殖民

统治在香港的终结。

B.“定康认为自己还有机会再次回到香港履行他的使命和职责”这一表述属

主观臆断，过于绝对。这只是他的期望而已。

C.“显示了英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正在缩小”错误，材料三中说的是“英国

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已缩小”。故选 D。

5．A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筛选整合信息，归纳概括要点的能力。

A.“新闻语言不带有主观感情色彩”错误，材料三中“焦虑不安和兴奋的香港

今天摆脱了 156年的殖民时代，并开始了在欢欣鼓舞的中国共产党主权下捉摸不

定的新时代”带有嘲讽的语气。

故选 A。

6．①材料一是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了香港回归这一重

大历史事件，侧重历史回顾，展现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②材料二是英国媒体的报道，侧重人物活动记录，从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的

角度表现他们经历的这一历史时刻，并特意表明英国对香港的贡献。

③材料三是美国媒体的报道，侧重变革现状写实，从第三方的角度幸灾乐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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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报道了这一历史转变时刻，语带嘲讽地揭示了英国的没落。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多个信息进行比较、辨析的能力。

根据材料一“新华社香港 1997年 7月 1日电”，可知材料一是中国政府的报

道；据“晚 6时 15分，象征英国管治结束的告别仪式在……添马舰东面举行”“7

时 45分，……开始了当天港岛上的第二次降旗仪式”“0时 40分，刚刚参加了交

接仪式的查尔斯王子和第28任港督彭定康登上“不列颠尼亚”号的甲板”等语句可

知，材料一以时间为序，记录了“香港回归”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五星红旗伴着

《义勇军进行曲》冉冉升起，中国从此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等展现了强烈的民

族自豪感。

根据材料二“BBC香港 1997年 7月 1日报道”，可知材料二是英国政府的报

道；据“这位最后的香港总督离开总督府时，……这一刻他准备已久”“总督离开

时，他遵循传统，坐车绕行总督府三圈”“登上‘不列颠尼亚’号，他给女儿温柔的

碰触”等可知，材料二从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的角度来表现这一历史时刻，“那时

候，香港是个荒凉寂寞的地方，英国人的帝国主义冒险最不可能发生于此。当时

香港还没有成为大英帝国最有价值的战利品”表明了英国对香港的贡献。

根据材料三“美联社香港 1997年 6月 30日电”，可知材料三是美国政府的报

道；据“开始了在欢欣鼓舞的共产党中国主权下捉摸不定的新时代”“但是，这个

事件已通过使英国感到沮丧的方式提醒英国：英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已缩

小”“……镜头，显示殖民主义逐渐衰落的图像，以其规模和速度使人眼花缭乱”

等语句可知，材料三从第三方的角度幸灾乐祸地报道了这一历史时刻，语带嘲讽

地揭示了英国的没落。

7．D，“连写三个历史事件，意在说明杜牧、唐羌、张恨水的直言之勇”分析

不正确。文章以“驿站”为出发点，依次从杜牧、唐羌其事联想开去，在基本围绕

“驿站”行文的情况下，丰富了文章的历史文化内涵，并不是以说明三人的直言之

勇为目的。

故选 D。

8．答案示例：

（1）境界大，有时代性、生活实感，拒绝小感觉小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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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题材广泛，涉及别的艺术门类，拒绝政治概念性的作品；

（3）不排斥艺术抒情性，但情感不矫揉造作。

【解析】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把握文章内容，分析文章体裁特征能力。

根据文本二“一方面要鼓呼散文的内涵要有时代性，要有生活实感，境界要

大”，可知贾平凹心目中“大散文”境界要大，要有时代性、生活实感；

根据文本二“拒绝那些小感觉小感情的作品”，可知贾平凹心目中“大散文”拒

绝“小感觉小感情”。

根据文本二“我们拒绝那些政治概念性的作品”，可知贾平凹心目中的“大散

文”拒绝政治概念性的作品；

根据文本二“而尽量约一些从事别的艺术门类的人的文章，大量地发了小说

家、诗人、学者所写的散文，而且将一些有内容又写得好的信件、日记、序跋、

导演阐述、碑文、诊断书、鉴定书、演讲稿等等，甚至笔记、留言也发表”，可

知贾平凹心目中的“大散文”题材广泛，涉及别的艺术门类。

根据文本二“在争论中，有一种观点，叫‘清理门户’，这是针对我们大而化之

的散文观的。提出‘清理门户’观点的是一位学者，也是研究散文的专家，是我所

敬重的人，也是我的朋友，他的观点是要坚持散文的艺术抒情性。我们不是不要

散文的艺术抒情性”可知贾平凹心目中的“大散文”不排斥艺术抒情性；

根据文本二“一部分是那些很琐碎很甜腻很矫揉造作的文章”和“我们担心的

是当前散文路子越走越窄，散文写作境界越来越小，如果仍在坚持散文的艺术抒

情性，可能导致散文更加沦为浮华而柔靡的地步。要改变当时的散文状况，必须

矫枉过正”，可知贾平凹心目中的“大散文”在不排斥艺术抒情性的同时，指出散

文情感不能矫揉造作。

9.答案示例：

（1）《驿站》从驿站切入，自由联想，行文流畅，兼有记叙、描写与抒情，属

于散文；

（2）《驿站》描写细腻，文笔优美，情感充沛，富有艺术性和抒情性，符合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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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散文的优点；

（3）《驿站》兼顾史实，视野广泛，境界高远，文化意蕴深厚，有“大散文”的

特点。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鉴赏文章体裁特征及表现手法的能力。

解答本题，首先需要确定《驿站》的散文文体，再结合文本二，依次分析其

作为散文的传统特点（艺术抒情性）和新特点。

根据原文开头句“手头有本《中国文化史词典》，闲暇无事，随手翻翻，却

见到这样一条辞目——驿站”，可得出《驿站》一文从驿站切入；

根据文本一第 2段“感觉深处的驿站，总是笼罩在一片紧迫仓皇的阴影之中，

车辚辚，马萧萧，那急遽的马蹄声骤雨般地逼近，又旋风般地远去”，文本一第

3段“若是在夜晚，马蹄在驿道上敲出的火花瑰丽而耀眼，于是在门前捣衣的村

妇便停下手来，一直望着那火花渐去渐远”，文本一第 5、6段记叙杨贵妃“一骑

红尘妃子笑”和第 7段记叙汉和帝受用荔枝等内容，可得出《驿站》自由联想，

行文流畅，兼有记叙、描写与抒情，属于散文。

根据文本一第 2段“词典上的解释似乎过于矜持。感觉深处的驿站，总是笼

罩在一片紧迫仓皇的阴影之中，车辚辚，马萧萧，那急遽的马蹄声骤雨般地逼近，

又旋风般地远去。轮值的驿官匆匆验过火牌，签署文书到达本站的时间，那边的

驿卒已经换上了备用的快马，跃跃欲试地望着驿道的远方”和第 3段“西风初至，

砧声四起，为久去不归的征人赶制寒衣。自从班婕妤写出《捣素赋》以来，捣衣

的情境便成为闺怨诗久吟不衰的重要母题，砧声总是在秋夜响起，而寒衣一般都

要送往塞外，诗人们穷极才思，把女子捣素的动作描绘得舞蹈一般婀娜多姿，并

对那划破静夜的砧声特别作了牵人心魂的渲染”等内容，可得出《驿站》描写细

腻，文笔优美，情感充沛；

根据第 3段“但有谁曾把这月下的砧声和驿道上的马蹄声作过类比和联系，

写出思妇目送驿马远去时的悲剧性感受呢”可知《驿站》富有艺术性和抒情性，

符合传统散文的优点。

根据文本一第 5段“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第 6段记叙杨贵妃“一骑红尘妃子笑”，第 7段记叙汉和帝受

用荔枝等内容，可得出《驿站》兼顾史实，境界高远，文化意蕴深厚，有贾平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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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散文”的特点。

10．D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的能力。

句意：“不能杀死他们。老百姓不懂得父子互相告状不对已经很久了，这是在上

执政者的过错。（如果）执政者遵循正道，这样的人就没有了。”季康子说：“治

理百姓要把孝道作为根本，如今杀掉一人来羞辱那些不孝之人，不也可以吗？”

“子父讼之不善者久矣”是“知”的宾语，中间不能断开，“是”为指示代词“这”之前

断开，“矣”句末停顿的标志，语气助词，排除 AB；

“不孝”作“戮”的宾语，中间不能断开，排除 C。

故选 D。

11．C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古代文化常识和文言词语在文中的意义的能力。

C.“两句中的‘悌’字含义相同”错误。“恺悌”中的“悌”，意为“平易”。句意：和乐平

易的君主，是百姓的父母。/“孝悌”中的“悌”，意为“敬爱兄长”。句意：把孝敬父

母、敬爱兄长的道理反复讲给百姓听。故选 C。

12．C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

C.“行霸道的国家使士大夫富足”错误，不是“士大夫”，而是“武士”。

故选 C。

13．（1）从前君主引导他的百姓而不让他们迷失方向，因此威严不同寻常却不

轻易发威，（虽）有刑罚却（往往）放置不用。

（2）所以善于治国的君主，对待百姓像父母爱护孩子一样，听说他们饥寒就为

他们悲伤，看到他们劳苦就为他们悲痛。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并翻译文言文句子的能力。

（1）“迷”，迷失方向；“是以”，因此；“不试”，不用，不轻易发威；“错”，通“措”，

放置。

（2）“为国”，治国；“遇”，对待；“哀”，悲伤。

参考译文：

鲁国有父子互相告状的，季康子说：“杀掉他们。”孔子说：“不能杀死他们。



答案第 7页，共 12页

老百姓不懂得父子互相告状不对已经很久了，这是在上执政者的过错。（如果）

执政者遵循正道，这样的人就没有了。”季康子说：“治理百姓要把孝道作为根本，

如今杀掉一人来羞辱那些不孝之人，不也可以吗？”孔子说：“不教导就杀人，这

是滥杀无辜。三军大败，不能行杀伐；刑狱没有整顿好，就不能用刑伐；执政者

宣示的教化，应该自己首先实行它，那么百姓就会像顺从风向一样地服从；自己

亲身实行了还有人不服从，随后再用刑罚惩治他，这样人们就知道什么是罪过了。

那七尺高的墙，人们不能跨越，（可是）七百尺高的山，小孩子都能爬上去游玩，

因为那是缓延的斜坡。现在仁义衰落已经很久了，能说人们不会超越界限吗？《诗

经》上说：要使人们不迷失方向。从前君主引导他的百姓而不让他们迷失方向，

因此威严不同寻常却不轻易发威，（虽）有刑罚却（往往）放置不用。”告状的

父子听到这些话后，就请求不再上告了。鲁哀公向孔子询问为政治国的事，孔子

回答说：“为政的目的在于让百姓富裕而且长寿。”鲁哀公问：“怎么说呢（说的

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减轻赋税百姓就会富足，没有争斗的事百姓就远离

了犯罪，远离了犯罪就会长寿。”鲁哀公说：“像这样，那我就会贫穷了。”孔子

说：“《诗经》上说：‘和乐平易的君主，是百姓的父母。’没有见过孩子富足了而

父母却贫穷的。”周文王问吕望（姜子牙）：“如何治理天下？”吕望（姜子牙）

回答说：“行王道的国家使百姓富足，行霸道的国家使武士富足，仅能保存自己

的国家使大夫富足，即将灭亡的国家使仓库富足，这叫作上边外溢而下边漏失。”

周文王听后说：“讲得好。”吕望（姜子牙）又回答说：“知道好却不实行是不吉

利的。”当天，周文王就打开粮仓和钱库，用来赈济年老丧偶、没有儿女的人和

失去父母的孤儿。周武王向姜太公询问：“治国的根本方法是怎样的？”姜太公回

答说：“治国的根本方法，不过是爱护百姓罢了。”周武王又问：“怎样爱护百姓

呢？”姜太公回答说：“使他们得利而不受损害，使他们农事成功而不遭败坏，使

他们能够生存而不被杀戮，给他们衣食而不掠夺他们，使他们欢乐而不受痛苦，

使他们高兴而不生怨怒，这就是治国的根本方法。驱使百姓的原则，不过是爱护

他们罢了。百姓失去了他们的职业，就是损害了他们；农作物不能按时耕种收获，

就是毁坏他们的生活；对有罪的人加重惩罚，就是杀害他们；加重赋税，就是掠

夺他们；徭役繁多而使民力疲惫，就是使他们痛苦；使他们劳苦又侵扰他们，就

是使他们愤怒。所以善于治国的君主，对待百姓像父母爱护孩子一样，听说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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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寒就为他们悲伤，看到他们劳苦就为他们悲痛。”

D

【解析】14．本题考查学生分析理解和赏析诗歌内容的能力。

D．“‘非虚’二字是说他的愿望已经实现”错误。“非虚”二字是说他的愿望终将实

现。

故选 D。

15①诗人之忧，是忧百姓生计。诗人刚一做官便心忧天下百姓的生计，这种“忧”

正是儒家积极入世、自觉担当的情怀。

②诗人之喜，是丰收之喜。蚕结茧、麦已熟，丰收在望，好雨适时而至，可助菽

粟生长，令诗人欣喜不已。这种“喜”正是儒家“富民”“足民”“制民之产”思想的体

现。

③诗人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始终心系苍生，以民为本，尽显儒者情怀。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评价诗歌思想内容和情感的能力。

由题干可知，考生需要先到诗歌中找到诗人“忧喜”的内容，然后结合儒家情怀进

行分析。

先看“忧”的内容，由“偶徇一官偷禄计，便怀千里长人忧”可知，诗人一登官

位就心怀百姓之忧，“长人忧”即“居上位者，做百姓官长，关心百姓生计”，而儒

家提倡“有为”，爱民治国，积极入世，把百姓、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所以曾巩

的“忧”体现的就是儒家的这种情怀。

再看“喜”的内容，由颈联“更喜”可知，颔联“桑间举箔蚕初茧，陇上挥镰麦

已秋”也是喜的内容，“蚕初茧”“麦已秋”意味着丰收在望，这是一喜。

颈联“更喜风雷生北极，顿驱云雨出灵湫”是喜雨之及时，让“菽粟非虚祷”，可以

想见“瓯窭果满篝”，这是为百姓的丰收和即将带来的生活富足而喜；儒家的一个

重要理念就是“富民”“足民”“制民之产”，只有百姓富足，国家才能安定，曾巩的

“喜”体现的就儒家的这一理念。

综合来看，曾巩无论是“忧”还是“喜”，都是以民为本，都是与百姓相关，可

以说“尽显儒者情怀”。



答案第 9页，共 12页

16【答案】(1)自天子以至于庶人 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2)企者不立 跨者不行

(3)(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

17．与时俱进 深入人心 昙花一现 奔流不息

【解析】17．本题考查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成语的能力。

语境说的是《新华字典》的修订增补，用“与时俱进”。与时俱进：随着时代

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前进。

根据“删去动物条目下标注的制衣等用途，展现环保理念已然”怎样，才会

成为社会共识，此处应是理念深入人心。深入人心：指理论、学说、政策等为人

们深切了解和信服。

文中强调新词存在时间短，可用“昙花一现”。昙花一现：昙花开放后很快就

凋谢，比喻稀有的事物或显赫一时的人物出现不久就消逝。

结合文意，此处形容历史长河永不停止，可用“奔流不息”。奔流不息：水流

奔腾而不停止。

18．《新华字典》堪称“时代的镜子”，每一次修订和再版，都记录着现代汉语

的更新轨迹，跃动着时代最美的音符。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辨析并修改病句的能力。

划线句子存在以下语病：

一是重复赘余，“可以堪称”重复赘余，“堪称”意思是“可以称得上，能够称得上”，

就含有“可以”之意，删去“可以”或删掉“堪”。

二是语序不当，“再版和修订”语序不当，应该是“修订和再版”。

三是搭配不当，“跃动”“轨迹”，“记录”“音符”搭配不当，应改为“记录着现代汉语

的更新轨迹”“跃动着时代最美的音符”。

19．C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正确使用标点符号的能力。

文中“释义”后的冒号作用是解释说明。

A．冒号作用是提示下文。

B．冒号作用是总结上文。

C．冒号作用是解释说明。

D．冒号作用是用于称谓语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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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选 C。

20．①不同节气的特色美食

②夏季以绿色系为主

③大多是暖色系

【解析】20．本题考查学生语言表达之情境补写的能力。

第一空，根据“围绕……”可知，本处应该是创作的主题，根据后文“创作了

《二十四节气吃什么》系列插画”“让人们在了解‘吃什么’”的提示可知，本处说的

主题应该是吃，而且是不同节气应该吃什么。故本处可填：不同节气的特色美食；

第二空，根据“《春分》描绘了大面积的粉色樱花，并点缀鹅黄色和嫩绿色”

可知，春天点缀的是鹅黄色和嫩绿色；根据“从《立夏》到《大暑》”可知，本处

应该是夏天；根据“又呈现出由浅绿到深绿的微妙变化”可知，“浅绿”“深绿”都属

于绿色，所以本处应该填写：夏季以绿色系为主；

第三空，根据“冬天的场景则多为冷色系”可知，与之相对，春天是暖色系。

21．D

【解析】21．本题考查学生理解修辞用法的能力。

文中“害羞”所采用的修辞手法是拟人（比拟）。

A.“睡”，赋予花人格化的特点，是拟人的修辞；

B.“垂泪”，赋予蜡烛人格化的特点，是拟人的修辞；

C.“商量”，赋予云、山人格化的特点，是拟人的修辞手法；

D.“吴钩”代指“武器”，“带吴钩”代指“从军出征”一事，采用了借代的修辞手法。

故选 D。

22审题指导：

这是一道引语式材料作文题。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出自老子的《道德经》，意思是：最善的人

好像水一样，善于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成大事者，争百年，不争一时”，

指能成就大事业的人，必须奋勇争先，凡事有所争才会有所为，有所为才会有所

得。争百年强调从大局和整体的角度去考虑去行动，而不在一时一事上斤斤计较，

患得患失。

从材料来看，作文应以“争与不争”为核心，辩证论证。



答案第 11页，共 12页

《道德经》所谓的“不争”，是指人的心胸善于保持沉静而深不可测；待人宽

容无私，处事潇洒豁达；言行善于把握时机，恰到好处；为政精简，治国有方……

最善的人所作所为正因为有“不争”的美德。

能有所成就者，必是先“争”而后“得”，人生不可碌碌无为，得过且过，不可

无所作为，虚度青春；应有长远眼光，而不拘于眼前；应有持久而坚实的行动，

而非急躁而易懈的冲动；应力图建功立业，不虚掷光阴。

写作时应辩证看待“争与不争”。争什么，不争什么；该争则争，该不争则不

争；把握争与不争的度；争与不争都可彰显智慧，促进行动……考生可以选取其

一着重来写，但必须辩证看待两者的关系，不可偏执一端。

参考立意：

1.争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

2.不争是一种超脱和自信的表现。

3.争是为了不争，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参考例文：

不争与争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古人说：“成大事者，争百年，

不争一时”.不争与争一直备受争议：有人认为不争是软弱的表现，而竞争才是 21

世纪主流；也有人认为争来争去的行为太过于激烈，我们应该更加从容、不争，

退一步海阔天空。那么，不争与争，那到底该怎样去调节呢？

在我看来，不争时，则不争；该争时，必得争！把握争与不争的度，是调控

人生航向的关键。

当不争，则不争。

不争，是一种潜藏在内心深处的自信与从容，是一种看破而不说破的大彻大

悟。古有晋文公退避三舍，博得千古美名；又有蔺相如回避廉颇，传为百世佳话。

此乃不争之道——以退为进，方为大进。

今有大国激烈之争，在经济与政治的多重压力下，许多国家纷纷败下阵来，

中国却仍然屹立全球，以其温和坚定的形象征服世人，“一带一路”风生水起，高

铁奔驰于亚欧大陆，中国对于周边国家的“不争”，让现代丝绸之路以更为迅猛的

速度延展至全世界——不争蝇头小利，才得以更深远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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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争，并不意味着一味地忍让，而是不斤斤计较，在整体上宏观把握；

同时，我们必须坚持自己恒定的原则，在大事上不可退让。前者是怯懦的表现，

后者才领略到了“不争”的真正含义。

所以，当争时，必须争！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民众流离失所，痛苦不堪，却依然不敢愤然反抗。鲁

迅先生曾发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痛恨之叹。可见，“争”，何其重要！纵观

历史长河，哪一次变革，不是争的结果？从茹毛饮血，到灿烂的文明世界，从视

生命如草芥，到人生而平等的思想转变，有多少英雄人物为了社会的一点点推进

而壮烈牺牲？商鞅车裂而死，变法却流传下来；布鲁诺慷慨就义，终在鲜花广场

上留下为真理而奋斗的身影；保尔终身为革命奔走，实现了他璀璨的人生价

值……争，是勇气，是信念，是克服人性怯懦的外在表现！面对契机，我们要争；

面对原则，我们要争；面对科学真理，我们要争；面对国家大义，我们更要争！

再看争与不争，我们会发现，争是不争的基础，不争是争的体现。因为有争，

所以可以不争；因为不争，才会有下一次更加辉煌的争！把握好争与不争，才能

掌控好自己的人生。

不争，像飘逸的云朵，从容而坚定；争，则像广阔的天空，让一切的云朵有

了无限的可能。愿我们都能有足够多的云彩、足够大的天空，去编织人生美丽

的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