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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是穿越时空的解决方案
◎赵艳东 浙江省湖州中学

文章是穿越时空的对话，对话为寻求或者实施解决方案而服务。物理的、

心理的、文化的时空阻隔，使得面对面的对话不得不转变为穿越时空的对话，文

章就承担了这个职能。简单地说，文章就是穿越时空的解决方案。

不必说议论文、说明文、实用的书信等，即使散文也大抵是解决方案。比

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讲述自己从瘫痪后的愤恨绝望到平和澄澈的生命历

程，有面对残疾的经验，有面对苦命母亲的教训，有针对各类不幸者的思考，

有面对命运的追问，并最终上升到“人人都是残疾人”的命运观照与哲理表

达。人人有不圆满，人人都能从中汲取解决方案。

小说自然也是解决方案。比如从《三国演义》中学兵法，从《西游记》中悟

做事，从《水浒传》中看管理，从《红楼梦》中反思家庭教育。如此类推，戏剧大

抵也是一串串的解决方案。

那么，诗歌呢？比如《近试上张籍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

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巧问高人对自己诗文的意见。抛开

这些明显问事、说理、唱和酬酢的诗歌，即使是纯粹写景抒情的诗歌，也依然

是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比如《沁园春·长沙》，面对万山红遍、层林尽染，鹰

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苍茫大地，诗人不禁发问：“谁主沉浮？”下阕则

以同学少年、挥斥方遒铿锵作答。这样一份心怀天下的壮志豪情，为后人洗

心，为后人指路。你看，连诗歌也可以是解决方案，更何况其他文章？

到此，看透了“文章是解决方案”的特质，那么，这对我们的写作有什么意义？

意义是启示我们：写文章要言之有物、言之有序、言之有彩；要有真知灼

见，动人以情，化人以美，启人以智。这要求我们写文章先要找准问题，研究

深、透、高明，然后才能给读者提供高品质的解决方案，让读者不虚此读。

如此，我们写文章就不能盯着华丽辞藻、新奇技巧、投机套路，而是要独立

自主体悟，更高维度思考，扎实深入研究，争取独到的发现、优质的解决方案。

尤其在信息爆炸时代，以寻找解决方案的视角来读文章，以提供解决方

案的思路来写文章，利人利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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