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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写出“文化导向”类作文的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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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古老的经典常读常
新，杰出的思想常用常新，中华民族
的伟大精神亘古常新……很多事物，
在时间的淬炼中，愈显活力和价值。

请以“历久弥新”为题目，写一篇
议论文。

要求：论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
合理；语言流畅，书写清晰；不少于
700字；将题目写在答题卡上；不透露
所在区、学校及个人信息。

2024 年北京高考作文题的文化
导向非常明显，“古老的经典”“杰出
的思想”和“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体现了试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与创新的关注。解析题目“历久弥
新”，要求考生思考经典或思想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焕发新活力与价
值的内容。分析材料我们可发现“几
千年来”这一提示，强调了时间跨度
长，可以看出试题“文化导向”非常明
显。分析材料隐含的关键信息，我们
可发现传统文化、经典作品以及民族
精神是核心因素元素，写作中要重点
强调这些元素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
性和持续影响力。为了写出“文化导
向”类作文的新意，我们建议考生使
用如下方法。

方法一：新的角度
从不常见的视角切入，如：讨论

技术进步让一些传统技艺得以保存和
发展。围绕亘古常新，表达对那些能
够经受住时间考验事物的高度认可。

方法二：深挖论据
选择有代表性的论据深入挖掘

和剖析，阐述其能“历久弥新”的原
因，以及思考这种持久生命力是如何
形成的。

方法三：辩证思维
写作中在肯定经典、思想和民

族精神“历久弥新”特质的同时，也
可适当质疑或反思，如：阐述是否有
被过度理想化的情况存在，进而探
讨如何更好地保护与发展这些宝贵
遗产。

方法四：古今结合。
将古代思想与现实社会进行结

合，如：分析现代人从古代智慧中获
得启示解决当代问题，以及利用新媒
体手段进行文化传播等。

繁华的都市中，我们依然能看到
古色楼阁的影子；快节奏的生活里，
我们也常常听到唐诗宋词的佳句；思
想快速传播的时代里，我们同样能领
略到儒道墨法学说的魅力……这些
历经千年的事物，经历无数时间的冲
刷却仍“活”在这个时代中，因为他们
随时代的变化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
历久弥新。

历久弥新便是对这种经历岁月
却仍富有生命力现象的最好概括。
汉字作为人们交流的基本工具，历
经数千年，沿用至今，不同时期都有
其不同的风格，从甲骨文到金文，隶
书到小篆，从楷书到行书，汉字随着
时代不断变化，形式愈发美观也更
容易辨认，但其传递信息的基本功
能并未发生改变甚至越发凸显，这
就是历久弥新的表现。一个事物是
否能够历久弥新，不仅要看它在事
态发展中是否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
义，反过来还要看历史是否需要并
因为需要而不断地拓展丰富它的内
涵。而那些毫无意义的事物，即使
存在的时间再久，变换的形式再丰
富，也不能被称为历久弥新。只有

当一个事物在不同的时代被赋予更
多更丰富的内涵时，它才能在时光
中被保留下来，历久弥新。

那么，不断跟随时代方向就成
为了历久弥新的重要前提。董仲舒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一代
兴盛。但随着三国时期社会的变
化，儒学不再适应时代，至唐宋时随
着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兴起，儒学一
代便没落。后来因为宋明理学在儒
学基础上加以创新和完善，让其更
适应时代，才使儒学再一次兴盛。
如果不是程颐等对人对儒学的创
新，使其适应时代，儒学或许就此没
落下去。除了顺应时代，还需不断
创新，创新带来活力。故宫通过独
特的文创设计和新颖综艺在年轻人
中流行，中西医的结合有了青蒿素
的发现，传统服饰时尚化赢得了大
量消费者……可见，把握时代脉搏
的创新才会历久弥新。

历久弥新的事物还需要被不断
传承。如果没有得到传承，记忆与文
化终将随着人们的老去而消失。如
今，对于非遗技艺的传承记录便是对
传承重要性最好的诠释。古埃及文

化正是因为没有被传承下来，最终只
能成为考古学家眼中的谜团。可见
只有不断传承才能历久弥新。

“历久”不是顽固守旧的借口，
“弥新”亦不是一味创新而不求传承
的头脑一热，而是人类面对不断变
化与发展的社会，采取的一种不断
进取与追求的精神。这不是一时的
兴起，一刻的创新，而是有价值的事
物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不断沉淀与
蕴藏。历史如同漆黑夜空，而那些
历久弥新的文化和事物共同构成了
人类文明的璀璨星河。我们只有在
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弘扬、创新，才能
使这些文化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变
迁，历久弥新。

点评点评

本篇文章作者的写作思路很清
晰，什么是历久弥新？什么样的事物
能够历久弥新？怎样才能做到历久
弥新？层层深入，逻辑清晰。文章最
后分别对“历久”和“弥新”的概念进
行了辩证，揭示出了“历久弥新”的本
质，使得文章更上了一个层次。

历久弥新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 昝博今

历久弥新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 董皓宇

中华文明闪耀着璀璨的光芒，以
连绵不断的形式历久弥新，在历史中
钩沉，历“久”不仅是时间的淬炼，更
是实践的完善，“弥新”便是在不断更
新中愈显活力和价值。

杰出的思想承载古人的智慧，绵
延千年，常用常新，历“久”方能“弥
新”。孔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
教育思想仍是当代汲取的先进理念，
荀子“隆礼重法”“天行有常”等主张
仍具有借鉴意义，道家“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的思想仍是启迪人们的
处世哲学，古老的思想从先秦诸子中
走来，历经不同时代的检验，在实践
中不断打磨，一路焕发光彩，时间赋
予其新的时代价值，方能使其成为滋
养数代人精神世界的源泉。

只有历“久”，才能“弥新”,弥“新”
方能薪火相传。老字号是时代发展
的印记，历经悠长的岁月，因无法适
应新时代的需求，在时代浪潮中湮没
无闻的不在少数。正如文物发掘出
土要拂去表面的尘土，它才能重新落
入人们的视野，发挥它的价值。老字
号们如果不致力于在“久”中为“新”，
那注定被湮没于时间长河中；嫦娥、

天宫、祝融等不再是神话传说中的名
字，而是载着中国人无尽的想象、持
续千年对天空的探索飞向了太空，成
就独属于中国的浪漫；祖冲之的圆周
率、张衡的地动仪、李时珍的《本草纲
目》……无一不是探索史上的辉煌篇
章，而今随着岁月的变迁历久弥新，

“两弹一星”精神、红旗渠精神、塞罕
坝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成为民族精
神谱系中新的组成部分，凝聚起百万
人民不怕困难，奋起直追铮铮铁骨，
汇集了几千年来中国人民敢想敢干、
不断创新的民族智慧。久久为新，为
新方能“弥”新，中华民族也才能历经
千年仍风华正茂！

在“历久”中赓续，在创新中永葆
光彩，实现“弥新”。古代文学经典一
向静水流深，火爆全网的《黑神话：悟
空》取材自《西游记》，运用定位捕捉
技术制作出逼真场景，让玩家在游戏
中体验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魅力；动
画电影《长安三万里》利用云计算技
术，创造出极具真实效果的盛唐景
象，带给观众沉浸式的观影体验；《聊
斋志异》《封神演义》等作品以各类艺
术形式大放异彩，让今人与古人实现

对话与共振。只有与时俱进，在技术
创新的助力下，才能赋予传统精粹以
更震撼、更绚丽的艺术光彩。

中华文明如奔流不息的黄河水，
一泻汪洋，挟天风海雨迎面扑来，壮
浪的气象震铄六合万方，又如一泓汩
汩流出的活水清泉，生生不息，润泽
万物，扎根在中华大地上，流淌千年，
不断焕发新活力生机。

樊锦诗说：“人的一生很短暂，但
悠久的文明正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短
暂的一生里延续。”我们从老一辈手
中接过接力棒，带着创新精神探索，
让中华文明“虽从古老中走来，但历
久弥新，依然青春正好”。

点评点评

本篇文章作者的论证思路很巧

妙，将“历久弥新”做拆分理解。首段

先提出自己对“历久”和“弥新”的认

识，二三段的论述在二者的关系中构

建逻辑：先写“历久”方能“弥新”，然

后写“弥新”方能薪火相传，更能“历

久”，传承不息，最后写如何实现“历

久弥新”——创新。本文的论据也很

丰富、贴合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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