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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近年来，素有“语林啄木鸟”之称的《咬文嚼字》开设专栏，为当代著名作家的

作品挑错，发现其中确有一些语言文字和文史知识差错。对此，这些作家纷纷表
示理解，并积极回应。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诚恳地感谢读者对她的作品“咬文嚼
字”；莫言在被“咬”之后，也表达了自己的谢意，他表示，请别人挑错，可能是消除
谬误的好办法。

要求：1 .选准角度，自定立意；2 .自拟题目；3 .除诗歌外，文体不限，文体特征鲜
明；4 .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意的范围。

好的习惯，是一点一点养成的。
坏的习惯，亦是一点一点形成的。一
个具备优秀品格的人，一定是一个用
好的习惯不断纠正坏的习惯的人。

铁凝、莫言皆感谢读者为他们
“挑刺”，为他们“针灸”，体现着一个
真诚的、健康艺术家的态度。鲁迅曾
言：好文章是改出来的。同理，健全
的人亦是“改”出来的。如何改？请别
人挑错，固然是消除谬误的好办法，
但更好的办法是什么？是在别人挑
错的基础上，加上自我挑错，内外兼
修，双管齐下。从文学史推及艺术
史，再从艺术史推及人类史，我们看
到一种共性：每一个成功者都是在
不断纠正自己的错误、不断完善自
己的过程中塑造了自己。一个人发
现并面对自己的错误，何其艰难！接
受别人为自己挑错，固然需要胸怀，
自己为自己挑错，则更需要勇气。古
语云：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譬如大
树，在其成长过程中，风雨雷电诸多
外力不断删除着它的旁枝侧叶，成
其为栋梁。发明家则是在不断为自
己纠错的过程中成就了自己的科
学。推及整个人类文明之路：战争与
和平，谬误与真理，欲望与理性，混
乱与和谐……人类不就是在不断反
省自己不断发现错误并不断纠错的
过程中，一步步接近真理，一步步走
向文明的吗？

人人皆有一颗自尊之心，很多
时候这颗自尊之心极易演变为自满
之心、自大之心，人的本性决定着自
己不愿意将自己做成自己的一面镜
子，照见自己的瑕疵——— 理智对抗
着本能，自己与自己划定立场，自己
与自己列阵辩论——— 镜外的人，镜
内的人，互相挑错，互相纠正，然后，
这个人就接近了完美。

人无完人，百分百纯净的事物
亦无存在。人的可爱之处，就在于尚
能反省自己；人类之所以还充满希
望，就在于尚能不断纠正自己。一个
刻意回避自己、拒绝接受自我、不敢
自纠的人，一定不能很好地面对他
人、面对社会、面对世界。

青年朋友啊，今天之所以充满
希望，是因为今天纠正了昨天的错
误；明天将更加美好，是因为明天将
纠正今天的错误。只有不断检点自
己的行为，消除自己的谬误，你才更
值得期待。脚步向前，身上的错误一
点点减少，灵魂的杂质一点点澄清，
我们人类文明之路就是这么一路

“错”过来、一路“改”过来的。
光明纠正着黑暗，正义纠正着

不公，尊严纠正着耻辱，和谐纠正着
无序，希望纠正着消沉，真理纠正着
谬误，爱纠正着恨，你纠正着我，我
纠正着我……世界，充满希望！

（作者系日照日报记者、作家）

人之差别不在于是否出错，而
在于出错多与少，大与小，以及对待
错误的态度如何。

据说某人自诩一贯正确，或诘
之曰：难道你一次错误也没有？其人
应之曰：有。再问：什么时候？答曰：
就在刚才我承认有错误的时候，我
犯了一次错误。呜呼，人之刚愎，竟
至于此。

人性的一个普遍表现是，承认
问题或错误轻微者易，承认问题或
错误重大者难；承认问题或错误易，
改正问题或错误难；自我批评易，接
受别人批评难。所以自古至今，“文
过饰非”者众，“讳疾忌医”者多，而

“从善如流”者寡，“闻过则喜”尤难。
更有甚者，公然“强词夺理”，乃至

“诿过于人”。
殊不知，对犯错者而言，无论错

误大小，拒绝承认之，将会犯下新的
错误，所谓过而不改，益增其过。如
果说，第一次出错属于无心之失，或
者出于无知，那么，第二次犯错就是
有意为之，或者出于故意；如果说，
第一次出错不过是思虑欠周全或者
不严谨，那么，第二次犯错就属于动
机可疑或者别有用心；如果说，第一
次出错只关乎个人的知识、技术或

者能力等问题，那么，第二次犯错就
属于意识、品质乃至人格等问题了。
这两种错误，表现不同，不能混为一
谈；性质不同，不可等量齐观。有时
候，不承认错误比犯下错误本身，问
题更严重，行为更可耻。

因此，若以对待己错的态度观
之，敢于正视，勇于承认，努力改正，
当属一流品格；心里明白，嘴上承
认，却不思悔改，此乃二流品格；既
不愿正视，也不愿承认，更不去改
正，是为末流品格。

其实，人之一生，即是不断出错
与犯错，而又不断知错与纠错的过
程。生而为人，不可能不出错，只能不
断地与错误作斗争，力求少出错、避
免出大错，而做到这些的前提，就在
于知错、认错。子曰：“加我数年，五十
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未敢自信
无小过，可见小过在所不免。圣如孔
子，尚且如此，何况凡庸之辈。

古语说得好：“人非圣贤，孰能无
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人生在世，
不求无过，但求无大过；不求不出错，
但求少出错，出小错：如此庶几寡过。
出错必认，有过必悔，纠错以勇，改过
以诚，亦可以称善矣。 (作者供职于
东港区政府法制办，系思想学者)

对错误的态度，最能反映一个
人的精神面貌、品质特征。莫言、铁
凝对别人挑错的态度是正常的、应
该的，他们只是遵循了对待错误的
底线，是尊重常识的正常反应，并无
值得特别表彰、尊崇之处。如果连这
点风度都没有，他人一挑错就跳起
来，则是可怜的，可疑的，乃至可笑
的，荒谬的。

先贤有言：“人非圣贤，孰能无
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孔子说的

“过则勿惮改”，与之主旨相同。这种
状态并非只有圣贤才能达到，普通
人正常人都应具此状态，实际上，大
部分人也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之
一生就是一个不得不犯错误，并纠
正错误的过程，凡夫俗子、伟人圣者
概莫能外。错误只能尽量减少、减
轻，无法绝对避免，就像人不会绝对
健康绝不生病一样。所以，认错、改
错理所当然应是人生常态。一个健
康的社会，也理应如此。从过去到现
在，都有绝不认错、自奉绝对正确的
人存在，过去的已被证明是荒谬，现
在的也必将被证明是荒谬。体制和
社会如呈现自奉绝对正确的状态，
最终结果也必荒谬。一个人在精神
上丧失自觉自省，才会陷入麻木不

仁、死不认错的荒谬状态。当今一位
著名作家，所谓文化散文“大师”，他
饱受非议的根本原因就是死不认
错。他对所有批评一概愤怒拒斥，乃
至对他人指出的其文章中的硬性错
误，也加以否认。因他对文革期间参
与写过批判稿一事坚决否认，逼得
他当年同事忍无可忍站出来予以揭
露。丝毫不存反省和自我剖析意识，
他的形象带些荒谬意味，是不可避
免的了。

不得不犯错、不可能不犯错，这
是个人和人类的宿命。我们的生活，
人类社会及历史，就是在试错、改错
的痛苦中不断向前发展的；绝对正
确、绝对真理永远可望不可即。不行
不付出犯错的代价和痛苦，这对人
生和人类而言都将是永恒的。人类
的生机大约亦根源于此吧。这是常
识。“夜觉晓非，今悔昨失。”(颜之推

《颜氏家训》)先贤所言，正是一个精
神自律自觉者的常态。“从错误中学
到的东西，比从美德中学到的东西
往往还要多。”(美国格言)能够这样，
就好了。“大师”知错改错，其风度与
精神是可佳的，也是尊重常识的题
中应有之义。

(作者系日照日报记者、作家)

改过之路
□沈凤国

像很多作家一样，莫言对《咬文
嚼字》发现其作品中的错误，不仅没
回避，而是表示了谢意。他还认为，
主动请别人的指错是消除谬误的好
办法。莫言等之所以成为大家，我认
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谦卑地对待他
人的指错。能够接受别人的指错，是
一个人迈向成功的台阶；如何对待
别人的指错，是一个人是否有修养
的试金石。

能够正确对待别人的指错是成
功之阶。莫言小学尚未毕业就离开
了校园，这没有阻止他获得诺贝尔
文学奖。莫言始终保存了一个农民
的质朴，像白居易改诗一样，真诚地
对待任何人给他指出的错误。当年
莫言写出的第一篇小说《胶莱河
畔》，有人指出过于空洞等毛病，他
接受了。之后，在徐怀中等师友的指
点下，莫言一步步走向了高高的诺
贝尔文学奖领奖台。

能够接受别人的指错，体现着
一个人的修养，一个人的境界。虚心
接受别人指出的错误，体现着一个
人能够尊重别人，理解别人，也会赢
得别人。面对大臣的指错不恼火，齐
威王才能最终“战胜于朝廷”；刘邦
不断接受张良等人的指点，不断改
错，才赢得群臣的信任，才以弱胜
强，夺取天下，建立大汉。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当别人指出我们的错误，

使我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
足，能够在抓住机会，改正错误，走
向坦途。

没有谁不犯错误，闻过则怒，那
必将自食其果。三国时期，马谡不听
副将王平的劝说，街亭失守，结果被
斩。自诩为太阳的、认为自己没有错
误的尼采早在一百多年前疯掉了。
牛顿和莱布尼茨各自独立发明了微
积分，但牛顿硬要把莱布尼茨排除
在“创始人”之外，当调查委员会指
出牛顿的错误时，却错误坚持自己
的观点，这使得牛顿为人所不齿。假
如牛顿闻过则改，不仅无损他的形
象，反而更令人敬畏。

良药苦口，有时越是刺耳的话
越是蕴含着深爱，而那些肤浅的溢
美之词、肉麻的拍马恭维，总是腐蚀
着我们的机体，麻醉着我们的灵魂，
如果我们不辨是非，会迷失在温水
中，会日渐平庸，甚至堕落。

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
在发展的路上总会有弯路，甚至歧
途，如果能接受他人的指错，那是
一份自信，是一份成熟，是一份大
度，是一份智慧，是前进的动力。可
怕的是，当别人指出你的方向错了
时，还沾沾自喜地说“我的马好”

“盘缠多”……岂不成为人们的笑
料？
（作者系日照实验高级中学教师）

知错近乎勇
□董恂来

尊重常识
□夏立君

闻过则喜 进身之阶
□李富晔

每年的高考，作文都是关注的热
点。2013夏季高考语文考试已经结束了，
今年山东卷的作文题目到底想要考生
表达出怎样的思想或者认识？本报特意
约了几位热爱写作的日照人士，他们将
会用笔尖刻画出对于高考山东卷作文
题目的理解，也希望读者能对高考作文
题目有更深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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