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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达人地花

通过全面的标本整理和野外考
察，该团队成员还系统地研究了中
国华赤竹属的植物。

赤竹属只是青篱竹亚族的一个
小属，该属在全世界其实有 50-70
种，我国记载的赤竹属物种就有 14
种。其中赤竹亚属 5 种、华箬竹亚
属 3 种，此外还有存在争议的 6 个
属。但除了华箬竹外，其余种类都
是依据无花的标本发表的。中国竹
种类尤其是赤竹亚属的种类的花部

特征很多一直处
于未知状态，因此
很多部分的竹类如何
分类一直没有定论。

童博士表示，他们
此次研究结果表明，这
个新属——中国华赤竹属的
植物目前共发现有 7种，除
了先前发表的3种需要重新组合
鉴别之外，该研究中还发表了4
个新种。进一步研究，仍有待时日。

何 嘉 树 同 学 作 文 的 最
大特点是规范平实。构思
平稳规范，从三观形成和拓
宽眼界两方面，具体论述博
览群书对高三学生的意义，
由内而外，层次分明。论证
规范典型，能充分调动自己
的阅读经历和感悟。论据
丰 富 多 样 ，说 理 有 力 。 此
外，文章能突出任务中的身
份角色是“高三学生”，结合
高三学生这一特定阶段、特
定身份，没有泛化为一般意

义上的“学生”，从而体现了
考 场 作 文 中 的 任 务 意 识 。
综上所述，就一篇应试作文
而言，本文基本面面俱到，
四平八稳。

贺喜诚同学的作品则显
得个性跳脱。语言有个性，
口语化色彩明显，连珠炮式
的表述更让人如身临其境。
素材也有个性，谈及自己的
阅读经历以及上语文课的体
会，都显得真切生动，写出了
个人的独特经历和感悟。

如果说何同学的作品是
“学院派”，那么贺同学的作品
则有点“野路子”，而这恰好是
辩论中正方的沉稳与反方的
锐利形成的最好对应。辩论
场上，不求观点对错，只求辩
证精彩，要有理更要声高。因
此两篇作品虽然在思想上略
显平庸，在表达上也不够严
谨，但是各具特色，各有千秋，
读起来都让人饶有兴致。

（广州市第六中学高三
语文教师 郭子健）

清朝著名诗人袁枚在
《随园诗话》中说：“学问
之道，四子书如户牖，九经
如厅堂，十七史如正寝，杂
史如东西两厢，注疏如枢
阆，类书如厨柜，诸子百家
诗文词如书舍花园。厅堂
正寝，可以合宾；书舍花
园，可以娱神。”提倡读书
广读博览，力避偏废。

郑板桥在《板桥家书》
中则说：“眼中了了，心下
匆匆，方寸无多，往来应接
不暇，如看场中美色，一眼
即过，与我何益也。千古
过目成诵，孰有如孔子者
乎？读《易》至韦编三绝，
不知翻阅过几千百遍来，
微言精义，愈探愈出，愈研
愈入。”强调读书贵专，要
取其之神。

博览群书和读书贵
专，你认为哪一个更重要？

在理智中学高三年级
开展的读书节活动中，有
同学对此产生疑感。学校
辩论社拟举行一场以“博
览群书，涉猎广博”（正
方）与“读书贵专，求精求
深”（反方）为题的辩论
赛。假如你是其中一个辩
手，请你联系自身课外阅
读体验，在“正方一辩立论
陈词”“反方一辩立论陈
词”中选择一种，写一篇辩
论词。

要求：结合材料，选好
角度，确定立意，自拟标
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
于800字。

文题
(2021 届高三“天一
大联考”作文题)

博览群书，力避偏废
尊敬的对方辩友、各位评委：
你们好！读书应当是求

“精”还是求“泛”呢？对于这
个问题，我方支持“读书便应
博览群书”。

高三阶段，正是学生们三
观形成、为进入成年作铺垫的重
要阶段，因而通过书籍这扇窗
户，获得全面、完整的认知尤为
重要。读书求“泛”也正因如此。

经过大量涉猎之后，我们
才能“既知此、又知彼”，才能
对事物进行客观地判断而不
至于形成片面认知。我们是
幸运的，在这个数字化的时

代，我们可以轻易地获取知
识，通过扩展阅读面来校正自
己的价值观。我在阅读《雾都
孤儿》后，震撼于当时社会的
盗匪横行、尔虞我诈，对主人
公奥利弗的悲惨遭遇深感痛
心与同情。随后在读过《悲惨
世界》和《巴黎圣母院》之后，
我又意识到，世界上毕竟还是
存在真善美的，即使生活如无
穷阴暗的隧道，也总有人自发
成为照亮黑暗的火把，在绝望
的生活中兴高采烈地起舞。
这正照应了那句著名的卷首
语：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

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广泛的涉猎让我们有了批

判的可能。假使我只见识到
《雾都孤儿》所描绘的阴暗，我
能对那个时代形成一种完整的
认知吗？广泛涉猎带给我们
的 ，是 精 读 所 不 具 备 的“ 多
元”。“多元化”的摄入恰是我们
高三学生急需的。

广读博览还能拓宽我们
的眼界，助我们前进。高三学
子正是将来社会中的主力干
将。面对广阔的天地、无穷的
未来，我们应如何进行选择？
我 们 可 以 从 书 籍 中 寻 求 答

案。当我们急躁难耐时，不妨
细读卢梭的《瓦尔登湖》，细品
平静与回归本源的感受；在感
到前路漫漫、无力坚持之时，
不妨细读路遥的《平凡的世
界》，体会在跌宕命途中寻找自
尊、自强的意义。在不久的将
来，我们面临职业的选择时，是
应该像《月亮与六便士》的主人
公一样追逐心中的澎湃热情，
还是像《人的大地》里的飞行员
们一样，在征服北撒哈拉沙漠
中找到事业的乐趣？前贤们已
将自己的思想体悟凝聚成一个
万花筒，我们只需轻轻一转，便

能有更多的发现，大可不必执
着于一个角度去穷究不已。

一言综述，书籍如同无声
的导师，问之越多越泛，所得
便越精深。

广泛的涉猎使我们形成广
博的知识储备与正确的价值观，
更能助我们跨越障碍前行。作
为高三学生，我们更需要能结合
生活经历，从广博的阅读中汲取
养分、滋润心灵，更好地应对即
将到来的成年人生活。

因此，我方认为，读书贵
在博览。

我方陈词完毕，谢谢大家！

尊敬的主持人，对方辩友：
大家好！在我看来，读书

一定要学会精读，贵专方能见
智慧。一味追求读书之广，不
但读不好书，反而会有所危害。

专心致志，读书求精。人
们常说，读一本好书，就如知
心朋友相伴，读几遍都不会厌
烦。任正非的床头有一本《毛
泽东选集》，多年来他早已熟
读，却仍常翻来重读，成为其
企业策略的灵感来源。

对方辩友可能认为：“书
难道不是读得越多，知识面就
越广吗？”实则不然。相信很

多高三同学和我一样，也曾陷
入这个误区，想增加自己的文
化素养，便半生不熟地草草看
完《唐诗三百首》，又自信满满
地抱起《苏轼词集》，最终满脑
中只剩下几句不知所云、生涩
难懂的诗句，落得竹篮打水一
场空。这样只追求广泛阅读
却不求甚解的读法，效率及质
量其实十分低下。表面上，我
读了十本书，但由于是求广不
求精的任务式阅读，有时连情
节内容都有些不清晰，更别指
望对文章加以理解从而充实
自己了。相反，像我们上语文

课时，老师会拿出几节课甚至
一周的时间来讲解同一篇散
文，却不但使我们学习了精巧
的文笔及修辞，提升了作文水
平，有时还能与作者产生共鸣，
有了同作者对话一般的体验。

傅惟慈在翻译《月亮与六
便士》时，就坚持将英文原版通
读几遍后才开始翻译工作。他
说，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将作
者的思想及情感尽可能地转述
出来。可见，读书一定贵在精
专，要学会精读，取其神。

精挑细选，读书求深。如
同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读书

也如挑朋友。若是良师益友，
可陶冶情操，如与鸿儒谈笑；
若是狐朋狗友，则只能虚度光
阴，乃至降低文学水平，产生
某些危害。

对方辩友可能认为“多读
书总归是好的，书是多多益
善。”这种误区，相信很多高三
的同学也有所经历，常在考前
想靠一些所谓的秘籍来临阵磨
枪，什么辅导书都“雨露均沾”，
最终失大于得。

我记得语文老师曾开玩笑
说，每次批改完我们的作文，
都要读些好文章来“补补脑”

“洗洗眼”。的确，学生的涂鸦
与名家的大作存在天壤之别，
如果深陷其中而不及其余，只
会使眼界逐渐狭窄，使趣味逐
渐平庸。因此，只有真正学会
读有深度的书，才能提升自
己。读一本《阿Q正传》，可以
在脑海之中激起长达一生的
震荡与回想，若挑上十本不知
所云、粗俗直白的地摊小说，
即使前一天看得津津有味，第
二天一早恐怕也会忘得一干
二净。

因此，精读细读，读书贵专。
我方发言完毕，谢谢！

辩论赛这种形式，本身
就预设了辩论双方的局限
性，因而其所谓的“正”“反”
都是片面的，不构成绝然对
立 意 义 上 的 是 与 非 、正 与
反。所以对双方的要求只是
辩才、逻辑性和说辞，需要展
示的只是说理充分。只要能
自圆其说，甚至不排除为了
排他而不免“强词夺理”。

上面两篇文章，基本上能
够满足这种辩论的需要。比
如正方选用《雾都孤儿》和《悲

惨世界》作为例子，说明多读
的意义，有一定的说服力。反
方也举了好些例子，但是取例
对自己论题的逻辑关联表述
似乎有所欠缺，比如关于老师
改作文、学者翻译书以及读唐
诗的例子，都难以作为反对泛
读的理由。至于将“应该精读
之外的书籍”比作狐朋狗友，
更是有理解上的差异，反而减
弱了自己辩驳的力量。

（作家、学者、广东省文
史馆文学院院长 徐南铁）

以生面死，由死悟生

万卷书中多智慧 □何嘉树 广州市第六中学高三（5）班正方

专心精读，与好书为伍 □贺喜诚 广州第六中学高三（10）班【学生作文】 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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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啥竹子分类难
中国竹类分出新种属——华赤竹属

一生只开一次花，花败即死，
很多竹类至今仍无花部特征记录

火柴棍变身艺术品
小小一盒火柴，似乎早已成为

上个世纪的记忆，当年的许多火柴
厂都已变成了“博物馆”。有了打火
机后，真正用火柴点火的人已不多
了。一盒火柴要用到不少木头，这
终归是件不环保的事。

但如今依旧有很多人钟情于火
柴，不是拿来点火，而是用火柴棍做
手工。

你或许想象不到，小小的火柴棍
居然可以做出那么多精美的模型，有
大教堂、火车站，还有大型船队、舰
队，甚至是真人大小的人体雕塑。每
一件作品都饱含制作者的创作热情
与绝对的耐心与细心。

▲中国杭州一位姓倪的大
伯用了 30483 根火柴棒，历时 7
个月，做出了“平湖秋月”微型
建筑模型。

▶ 英 国 模
型建造者巴里·
金 搭 建 出 一 座
底 部 约 6.4 米
长、4.87 米宽的
索 尔 兹 伯 里 大
教堂的模型，用
了 500 多万根火
柴棍，花了十几
年时间。

▲克罗地亚一位年轻人热衷
制作火柴雕塑，他曾制作过帕西
诺版的“火柴人”迈克·柯里昂（教
父）等一系列火柴模型，其中整个

“教父”雕塑由 117000 根火柴组成，其
中有 68000 根用来组成椅子。

▲在美国曾有过一个叫“火柴
棍奇迹”的博物馆，展出作品中包括
一套用 50 万根火柴棍搭建起来的

“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城堡模型，据
说创作工程花费了 3 年多的时间。

◀ 英 国 模
型 大 师 Philip
Warren 一 生 都
在 用 火 柴 棍 拼
模型，他在长达
70 多 年 的 时 间
里，用火柴建造
了拥有 500 艘舰
艇 模 型 的“ 舰
队 ”。“ 舰 队 ”包
括 了 自 1945 年
以 来 英 国 皇 家
海 军 的 每 一 级
舰艇。

▲法国的一名男子用 5 万根火柴做成圣
于连大教堂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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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科院华南植物园植物中心提供

“竹子开花啰喂，咪咪躺在妈妈的
怀里数星星……”当年这首《熊猫咪咪》
的童谣，唱的就是竹子开花后会大面积
死亡，可能导致大熊猫缺粮的故事。你
可能不知道，竹子开花这件事，也是令
竹类分属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近日，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植物
中心的覃俏梅博士和童毅华博士在国
际权威分类学杂志《Taxon》上发表文
章称，他们发现中国赤竹属赤竹亚属的
种类应是一个单系类群，与日本的相应
种类关系较远，于是他们建立了一个新
属——中国赤竹属华赤竹亚属。

这对于向来就是“分类困难户”的
竹子来说实属不易。所以该研究不仅
解决了中国赤竹属赤竹亚属种类的归
属问题，也为将来青篱竹亚族的全面分
类修订工作打下基础。

童毅华博士介绍称，竹
类植物全世界约有 123 属
1600 多种，主要分布在热带
及亚热带地区，少数分布在
温带和寒带。而我国竹类资
源 极 为 丰 富 ，有 34 属 534
种，是竹亚科的现代分布中
心之一，主要分布在北纬 40
度以南的地区。大部分竹类
植物种类是亚热带和温带森
林的重要组成成分，在丘陵
和山地常形成特别的竹林灌
丛群落。

竹类植物向来具有较高
价值，但竹类也是被子植物
中分类最困难的类群。

童博士认为分类困难主
要原因有三：一，现代植物分
类主要以繁殖器官的特征为
依据，但绝大多数竹类都是
一生只开一次花，开花后即
死亡，其开花周期却在 20-
120年不等，所以竹类花的标
本能留下的很少，很多仅有

营养体标本（即指无花无果
的 植 物 标 本），其归属常常
存在争议；二，早期发表的
绝大部分竹类种类都是以花
的标本来描述的，之后所采
集的营养体标本很难与模式
标本进行比对鉴定；三，竹
类标本的采集要求比较高，
需采集地下茎、秆箨、分枝、
茎干、枝叶等，采集过程也
相对麻烦，以致大多数采集
和考察人员都很少去采集竹
类标本，即便是研究竹类的
人员也极少采集复份标本，
导致馆藏的竹类标本通常较
少，并且基本只保存在少数
有从事竹类研究专家所在的
标本馆。

简言之，应该就是分类需
观花，但竹类开花极少见，且
周期长，一开完花，整片竹林
都会死掉。所以大多数情况
下采集到的标本都是营养体
标本，比对鉴定便相对较难。

覃俏梅博士和童毅华博
士在夏念和研究员的指导下，
基于2017年在广东从化采集
到的中国华赤竹属种的花的
材料，并对中国大部分赤竹属
种类进行取样，开展了形态学
和分子系统学的研究。

通过观察我国赤竹属华
赤竹亚属这一新属种类的花
朵，他们发现其小穗排列成
总状，每个小穗仅具 2-3 朵

小花，每朵小花具有3枚雄蕊
和2个柱头；而日本的赤竹属
种类小穗排列成圆锥状，每
个小穗具4-10余朵小花，每
朵小花具 6 枚雄蕊和 3 个柱
头。也就是说，华赤竹属与
日本相应的种类差距甚远，
种类关系也应该较远。

由此，基于以上研究结
果，该团队便建立了这一新
属——华赤竹属。

竹子分类难，标本更难采

华赤竹属的“3枚雄蕊2个柱头” 中国竹类很多仍没有花部特征记录

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曾经写道：“死
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
会降临的节日。”先生把死亡看得很轻，同
时又赋予了它最盛大的意义：它是一场盛
大狂欢的落幕，又是另一个节日的开启。
在我们满身风雪地跨过世间所有山河湖海
之后，迎接我们的是一场长久的休息。
2010年末，史铁生告别了地坛，告别了我
们，也告别了病痛，扭过身去赴这一场节
日；他一生中遭遇了无数的苦难，却独把死
亡看作节日，以自己的从容回应苦难，以自
己的了悟迎接死亡。“死亡”这个阴郁的词，
在史铁生这里好像突然间变得明亮起来。

王开岭在《精神明亮的人》这本书里也
多次谈到了死亡，有些沉重如山，令人难以
呼吸，有些则如清风拂面，将感动长留心间。

其中一篇《我们无处安放的哀伤》记录
下了2008年汶川大地震带给我们的悲恸
与绝望。在这里，我们看到课堂上无数明
亮未知的眼神黯淡下去，无数个活泼泼的
生命倒在废墟之下，永远消逝在他们生于
斯、长于斯的故乡土地上。与史铁生先生
的“静候”死亡不同，这儿的死亡来得突兀
又惨烈，人们被它打得措手不及；在这里，
放弃生命与决不放弃生命同样伟大，不坚
强与坚强同样可爱，遇难者与幸存者都令
我们放声悲哭；在这里，随死亡消逝的不仅
仅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生命、一方土地的
活力生机，更是一代人的故乡记忆。死亡，
是那么的浓黑，让人艰于呼吸视听。但是，
人可以被毁灭，不能被打败。“即使死了，
也要活下去。”这句话让我顿悟死亡的意义
之一是让我们重新认识到生命的尊严与价
值。由死悟生，死亡肃穆而庄重。

与死亡联系最紧密的地方大概就是
墓地吧。作为逝者的安居之所，什么样的
墓地可以让死亡变得易于接受？“一个人死
了，我以为最好的方式便是葬于自家宅院
的一棵树下，连坟、碑也不要……”在另一
篇《谈谈墓地，谈谈生命》中，这样温馨的
语句，让我想起淞沪会战中一位丈夫写给
妻子的遗书：“为国战死，事极光荣。来日
海清河晏，山明水秀，若有清风拂面，便是
我来见你。”四季流转，清风时时吹拂，树
木生生不息，若将重要的人儿葬在树下，风
过树摇，满树都是他的思念在响。这是多
么美好的想象，多么温暖的慰藉。原来心
中有爱，死亡也能这般浪漫而轻盈。

既然死亡是一场必然来临的节日，那
就让我们以生的态度面对它。理解死亡，
醒悟人生。 （指导老师 曾光）

——读王开岭《精神明亮的人》

□邹思颖 广州市第二中学高一（16）班

华赤竹属的竹子开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