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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高考语文全国甲卷作文 

 

传统源远，创新流长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中，众人为亭题名，有“翼然”者，典出

欧阳文忠公《醉翁亭记》，贴切景致，神交古人；又有“泻玉”“沁芳”

者，融情汇境，别出心裁。两相比较，本无高下，皆是匠心独运，立

意高妙；推敲之间，反而增添了不少意趣，启发了诸多哲思，信可乐

也！ 

题名如此，生活亦然。一方面，我们要珍视前贤往圣所积淀传承

下来的典籍文献、良法美意，植根民族文化厚积之壤；另一方面，我

们也须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在立足巨人之肩、山巅之城的基础上损

益更化、推陈出新，以挑战时代的使命与未知。 

根植传统，却不可泥古不化，否则难免狗尾续貂，只能跟在古人

衣襟之后亦步亦趋，非但难以适应时代的步伐，更无法奢谈超越；勠

力创新，却不可舍弃根本，否则要么拾洋人之牙慧，邯郸学步地罹患

食洋不化的积食病，要么“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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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刮肚却难见巧思慧因，最终使创新陷入困顿，停滞不前。由此可见，

根植传统与勠力创新，貌相反而实相成，形殊途而实同归，缺一则事

不成矣——家事国事天下事，莫不如斯。 

遥想祖国苦难的晚清近代，东西列强的铁蹄践踏我国土，蹂躏我

同胞，山河破碎、国将不国。值此危难之际，数代仁人志士攘臂奋起，

提出了种种不同的救亡主张：曾李左张诸公倡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藉此掀起洋务自强运动，但只着意器物之皮毛，对纲常名教与政经制

度的根本却不思更化创新，于是甲午庚子，惨败迭来，兵连祸结，不

知伊于胡底！然后又有孙黄胡钱诸公，或兴共和革命以套西方制度，

或唱文化改良以期全盘西化，总之唯欧美之马首是瞻，甚者至于号召

废弃汉字，诚欲断我华夏文脉而后快！然而脱离民族传统、照抄照搬

式的“创新”犹如空中楼阁，同样无法救亡，于是军阀混战在前，倭

人入寇踵后，巍巍中华，几断送于衮衮诸公之手。由此可见，以国事

之巨，既不可固步自封以绝创新，又不可盲目创新以绝传统，只有将

传承与创新结合起来，才能相得益彰，以收全功。幸赖天降圣人，佑

我黔黎，百年以来，奋大勇，启大智，擘画经纬，将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一方面根

植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一方面洋为中用、与时俱进地开拓创新，终

成民族复兴的浩然伟业，再造盛世，重铸乾坤。 

家国天下如此，个人同然。吾侪当代青年，值此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理当发愤图强，以尽绵薄。无论

在自己思想价值观的塑造上，还是在自身学业事业的精进上，都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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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相兼顾，以传承传统之根深来成就勠力创新之叶茂。须知，正因有

传统之源远，方可得创新之流长；正因有创新之流长，方可激发传统

之裂变、永续传统之弘扬。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传承民族文化以为己

任，不亦重乎？生命不息、创新不竭，不亦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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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高考语文全国乙卷作文 

 

天地无止境，跨越再攀峰 

今年冬奥会华丽落幕之后，帝都北京作为世界上首个双奥之城，

不仅惊艳寰宇，更实现了对成功故我的一次完美跨越。十四年一晃而

过，须臾之间，北京这座三千年历史名城，用行动向天下世人展示了

卓越永无止境、跨越永不停歇的奋进精神与雍容气象。 

英国故相丘吉尔曾曰：“如果不能不断地扩张新领域，则既得利

益也恐难保全。”抚今追昔，考证中外，筚路蓝缕、由弱变强的坚忍

和胜利固然值得推崇，但在取得一定成绩成就之后便志得意满、裹足

不前，随即盛极而衰、昙花一现者亦比比皆是，莫不令人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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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若能够在功成之后居安思危、自警自励，以突破故我的浩然之气再

建新功伟业、再踏浪潮之巅，这种“天地无止境，跨越再攀峰”的大

格局，岂非更值得我辈后学涵咏借鉴？从跨越到再跨越，由胜利走向

更大的胜利，城市如此，国家、集体、个人，又何尝不应如斯？ 

翻阅国史，“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秦王嬴政，少年践祚之

初，励精图治，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彼时之嬴政，并未

满足于先祖打下的半壁河山，而是立志跨越，虎视四海。于是东出函

谷，殄灭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一统天下，终成千古一帝、万世之

功。然而二世继位之后，全无乃父的恢弘气度，更无百尺楼头再建辉

煌的豪迈，非但不知持盈保泰之术，反于骄奢苛暴处有过之而无不及。

于是有阿房之盛而无閻閭之存，有天子之靡而无黔首之生，万乘之尊

沦为独夫民贼，遂被天下百姓群起而族灭矣！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

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天地无止境，跨越再攀峰。国家民族如此，作为肩负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使命的我辈当代青年，亦应以此为训。回望国初以来前贤，历

历在目：为保证“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袁隆平矢智矢勇，刻苦攻关六十年不辍，从杂交水稻到海水稻，一次

又一次刷新着自己创下的产量和品种记录；又有无名英雄于敏、默默

无闻张富清、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巾帼英雄申纪兰，哪一位不是在取

得了骄人的业绩之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从跨越到再跨越，由胜利走

向更大的胜利呢？于是前仆后继，以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伟力

和血肉之躯铸就了民族复兴的宏图大业，惠泽华夏，楷模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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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无言，前贤有声。让我们将青春的梦想镶嵌在国家强盛、民

族复兴的图卷中，知天地之无止境，再跨越勇攀高峰——跨越，跨越，

不断跨越；燃烧，燃烧，永远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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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高考语文新高考 I 卷作文 

 

创造之花根植于厚积之壤 

围棋作为一种强调战略战术的技艺，边角星腹之间，无不渗透着

中华民族的智慧。其中，本手、妙手之辨就特别值得今人深思与借鉴。

所谓本手，即是将基本的套路定式稔熟于心，中规中矩、稳扎稳打；

所谓妙手，即是在本手的基础上因应形势或对手的变化走出精妙的神

来之法，出奇制胜，推陈出新。两者之间，只有先将作为基础和根本

的本手夯实熟练，才可能临阵因势、化玄运妙，否则，便会使棋力陷

入好高骛远、飘忽不定的境地，沦为俗手，卒难提升。 

对弈如此，生活同理。一言以蔽之，创造之花根植于厚积之壤。 

创造之花根植于厚积之壤。对于国家来说，民众便是最宝贵最重

要的基础，《尚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如果将民众的安危福

祉弃之如敝履，国家的富强和进步便失去了根基。前年以来，面对新

冠疫情席卷全球的狂潮，美西方为保经济一时之“繁荣”、选票一时

之“稳健”而枉顾民众的健康乃至生命，瞒外欺下，最终导致经济、

防疫、民心、道义的一地鸡毛、满盘皆输，良可戒也。 

创造之花根植于厚积之壤，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也是如此。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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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的制度、科学的管理、充足的现金流、领先的科学技术、强大的人

才储备，这些基础如果夯实，便可以不断根据市场的瞬息万变调整经

营策略，逢凶化吉，声东击西，鲸吞蚕食，扩张商业帝国的版图——

譬如华为，便是表率。否则，轻则无法抓住市场机会，重则会在竞争

对手的挤压下或经济低谷到来时中道“崩殂”、一朝覆灭。值此中美

争衡的大争之世，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焉能等闲视之？ 

创造之花根植于厚积之壤，对我们每个个人来说亦然。达·芬奇

和徐悲鸿的艺术造诣来自于年少时孜孜不倦地画蛋和临谱，徐梦桃和

苏翊鸣的夺金一跃来自于十年日复一日地艰苦训练，聂卫平和柯洁横

扫东亚棋坛的至尊妙手来自于一招一式地本手童子功底，那么，对于

欲在可为之世成有为青年的我辈，又有何理由好高骛远、眼高手低、

贪慕捷径，有何理由不在仰望星空的同时脚踏实地呢？ 

苟无坚实的基础，不可能孕育出伟大的创造。没有海量的字词语

汇基础，便不可能创造出锦绣焕然的文章；没有胼手砥足汗流浃背的

训练基础，便不可能创造出赛场上收金夺银如探囊取物的潇洒；没有

强大的经济、科技、人口基础，便不可能创造出大国争霸中纵横捭阖、

鞭笞天下的辉煌。创造之花根植于厚积之壤，诚不谬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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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高考语文上海卷作文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有一种现象，即人在小时候通常喜欢发问，而成年后则往往看重

结论。或疑之，或哂之，或忧之，或喜之，而我以为，这正体现了治

学为人、经邦济世的两个阶段：首先要敢于发问，质疑常态，大胆假

设，胸怀仰望星空的勇气；然后亦须反躬践行，考证推敲，定制创规，

具备脚踏实地的稳健。两者前后相继，相辅相成，诚欲修齐治平，缺

一不可。 

鲁迅先生有云：“这世上总得有个人站出来，问一声：从来如此，

便对吗？”治学术、干事业、绍旧功、开新局，无不需要我辈青年敢

于质疑成规旧制的因循弊漏，敢于打破既有观念的桎梏牢笼，大胆假

设，勠力创新，仰望星空，高瞻远瞩。否则，气丧志颓，抱残守缺，

徒然跟在前贤外洋衣襟之后拾人牙慧，亦步亦趋，值此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又安能逆水行舟，致君泽民，实现民族复兴之伟业？ 

胡适先生曾曰：“要大胆假设，又须小心求证。”倘若在质疑常规、

提出问题后便止步于此，抑或沉迷于纸上谈兵的理论范式即可包治百

病、一劳永逸，而不继以严谨的考证、务实的践行——选人才、设制

度、拟方案、定步骤、考绩效、细复盘，那假设再大胆、思想再新奇

也终不过一场望梅止渴、画饼充饥，仰望星空只会沦为食尽鸟飞、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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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水月。 

回溯古今，成大事者莫不如此。有明中叶，程朱理学走向僵化，

世道人心日渐浇薄，阉竖奸臣层出不穷，南倭北虏横行中外。值此中

衰百废而庸主束手之际，阳明先生启大智、奋大勇，一方面“破心中

之贼”，审问慎思，仰望星空：以“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虽其

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的无畏胆魄，倡率“致良知”“知行合

一”，涤荡理学桎梏，开创了堪称中国近世启蒙思想之嚆矢的阳明心

学；一方面“破山中之贼”，明辨笃行，脚踏实地：巡抚南赣，总督两

广，勘定宸濠之乱，荡平断藤之贼，靖匪盗以振衰起敝，还天下于海

晏河清，终成不世之功。倘若王文成公仅穷究良知、皓首心性而不致

力于经世致用，有知而无行；抑或仅汲汲于案牍兵戈而无创于程朱旧

论，有行而无知，则皆成缺憾，难称不朽。然后知仰望星空与脚踏实

地之不可或缺，知行合一方为中正之道。 

楷模在前，重任在肩。我辈青年，值此可为之世而欲成有为之才，

正须执两用中、知行合一：既敢于发问，且思且疑，仰望星空之浩瀚；

又勇于践行，务实垦拓，脚踏实地于民生，则民族复兴指日可待、君

主华夷咫尺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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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高考语文浙江卷作文 

 

中流击楫青年志，浙江潮头创新篇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自春秋以降两千五百年来，

我浙物华天宝，英杰辈出，或问鼎中原，或股肱庙堂，或领袖文坛，

或经纶食货，卓然华夏人文之渊薮、国计之栋梁。值此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民族伟大复兴之际，我浙更当仁不让、表率群伦，勇担“建设

共同富裕示范区”之重任，立誓为强国富民再拔头筹、再谱新功。 

《吕览》有云：“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作为示范区、先锋官，

必须奋勇创新，切不可固步自封、墨守成规，倘若没有敢为天下先的

精神气度，何谈披荆拓土、一马当先？《大学》有云：“有人此有土，

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强国强省，首在得人；而人才之中坚，正

在我青年。因此，立于伟大时代浪潮之巅的浙江青年，理当为创新凝

神聚力，争作乘风破浪的弄潮健儿。 

然而，有志青年勠力创新不能徒依一腔热血，在高屋建瓴、仰望

星空的同时，更应该锻铸脚踏实地的精神品格： 

一为勤奋。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欲成大事者，无

不从“勤”字始。鲁迅先生作为我越先贤、一代文宗，在进学和创作

上的发愤刻苦令人叹为观止。先生纵横文坛十八年间，出版小说、散

文、杂文、译作、学术、古籍等达七十本之多、八百万字之巨，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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