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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材的妙方 
 
  對多數面對作文,難以啟筆的同學而言,”沒東西寫”是
困擾的重點，以下，依據四個面向，提供同學取材的撇步。 
 

【文史典故取材是妙方】2006 江蘇高考作文題 

  魯迅說，世界上本沒有路，走的人多了，就成了路。也有人說，世界上本來

有路，走的人多了，反而沒路了……請以“人與路＂為話題寫一篇 800 字的作文。 

【寫作說明】 

  有些同學強調現實面的路，有些同學強調抽象的人生路，其實後者可深究的

更多。要不然，也可以如範例之文，寫一個在「路」上最有名的人。 

【範例】 

    這條路滿是眼淚   江蘇考生 

    想到路，眼前揮之不去的，只有阮籍。 

  是他，駕著破舊的牛車，一壇酒，獨自駛向城郊。路旁，奇花異草，奇峰怪

石，他視而不見，投以白眼。上方，落單的飛雁淒涼鳴叫。此時，牛車停了，老

牛回過頭來，仿佛在說：「沒有路了，該往哪裡走？」他無奈，只有無奈地答道：

「路在哪兒，我怎知道？」說罷，取瓢捧起濁酒，喝罷，繼而大呼，繼而大號，

最終一把辛酸淚，沿原路而回。此所謂，「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 

  只不過沒有路罷了，為何痛哭？他哭的不是眼前的窮途，而是人生的窮途。 

  這條路上，籠罩的是東晉司馬集團的陰影；這條路上，灑下了多少眼淚！為

慈母，慈母身亡，他號哭，即使吐血數升；為好友嵇康，嵇康被斬，為正義而被

斬，他開始是沉默，當行刑前，嵇康彈起空前絕後的《廣陵散》，他只好大哭，

用淚，用心淚為友人送行﹔為陌生的兵家女孩，女孩美麗而具才情，未及出嫁，

染病身亡，他冒冒失失地奔向靈堂，用淚為美好的生命餞行。 

  這條路，滿是眼淚。 

  淚流盡了，路上只有沉默，沉默得有些嚇人。當名士裴楷前來拜訪，他只報

以白眼。裴楷明白，阮籍的人生之路早已超越了禮義的範疇，而他本人仍在禮義

之內，所以裴楷只好，也只能按禮義之數，向阮籍作揖三次，然後離開。是的，

阮籍人生之路上的親人，旅伴，還有那些美好的生命，都已消逝。他只能將沉默

這件外衣披上，抵禦寒風，來自人世的寒風。接著，踽踽獨行，移向自己的路的

盡頭。 

  這條路，我們難以體味，只能用「猖狂」將他形容，形容成一個遠離塵囂遠

離人世的陌路人。世人用冷眼審視著他，看他一個人在路上表演。然而，我們怎

能知道，這出表演包含了多少眼淚，多少辛酸！在他身後的路上，拋下的是世俗

的指責，世俗的猜疑…… 

  如果時光能夠倒流，我希望能坐上他的牛車，同他一道奔向城郊。還是在野

草雜生處，我會跳下，為他拔除野草，拔除他路上所有的雜草。然後，打一下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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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讓牛載著他在自己的路上繼續前進。而我，在這條路上，會望著他的身影，

面向夕陽，誠懇地彎下九十度。 

  為他，也為這條路。 

簡評：有如寫個人偶像一般，寫出一個在人生路上痛哭的歷史人物。文筆清麗之

餘，更予人明瞭寫作者的眼界與胸襟。 

 

【從古往今來的事例取材】2006 四川高考作文題 

    作文題目：生活中，有許多疑問，有人好問，有人不好問，以問為話題，寫

一篇不少於 800 字的文章。 

【寫作說明】 

  在這次四個題目中，只有這個題目可以「自創題目」，因為「問」只是話題，

題目便可以自訂。 

    這個題目，同學們不可避免的想到「師說」，但是這個課本範文因為太多人

可能取用，應該是個不會加分的取材，能避請避。 

  同學們有些從「問的方式」下手，有些從「問的對象」發端，只要掌握「問

的正面價值」以及「不問的負面現象」，都算是好的取材。 

【範例】 

  問，與探索同行 四川考生 

大千世界充滿了無數未知的領域，形成了一個個誘人的謎團。喜歡探索的人

們往往不服輸，總要堅持不懈地調動一切智力、毅力和體力的因素，去探索，去

征服。問，始終與探索同行。面對光怪陸離的世界，面對芸芸眾生，我們問天問

地，問自己也問他人，以求探索出那些隱藏在現象背後的真理。 

我們問天問地，從自然、社會和日常生活中得到靈感。18 世紀中葉，維也

納一個叫盎布魯格的醫生診治一位奄奄一息的病人，始終查不出癥結所在。病人

死後，經過解剖才發現胸腔內積滿了膿水。他問自己，如果以後再遇到這種情況，

還這樣束手無策嗎？不能！最後，他從用手指敲擊酒桶的情景上得到啟發，探索

出了通過叩擊胸腔，傾聽胸腔音變就可以診斷出胸部疾病的方法。 

我們問自己問他人，從自己和他人的經驗中深入探索，就可以得到真理。亞

里斯多德認為，推一個物體，當不再推它時，物體會歸於靜止。1000 多年後，

伽利略對這個似是而非的論斷產生了疑問。於是，他用實驗推翻了這個結論，奠

定了牛頓第一定律的基礎。 

問，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明確的目標。問，引發了思考；問，又能牽引思

考。問，是荒漠中水草豐美的綠洲，始終激勵著在荒漠中勇敢穿越的旅人；問，

是暗夜裏永遠懸在北方的夜空中的璀璨的北極星，始終為在探索中無畏的勇士們

指明方向。 

哥白尼說過：「人的天職在於勇於探索。」而在勇於探索的過程中，我們必

須具有問的精神，好問，勇問，善於問。讓我們問天問地，從天地萬物中獲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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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讓我們問自己問他人，不斷總結經驗，不斷吸取營養，不斷充實自己。讓我

們帶著問上路，讓問與探索同行，不斷上下求索，去獲取知識，獲得真理。 

簡評： 

文章開篇交代人們探索的原因，巧妙扣題，為第二自然段引中心論點“問，

始終與探索同行＂作了充分的準備。縱橫馳騁，大開大闔，如行雲流水。闡述問

題深刻透徹，既有典型事例的列舉，又不乏理性思考和分析，使事實論據和理性

的分析有機結合，水乳交融。 

 

【由家人親情找素材】95 年第一次學測考題 

提示： 

一、張愛玲傾城之戀裡，當白流蘇第二次去香港，范柳原在細雨迷濛的碼頭等她，

一見她身上的綠色玻璃雨衣，就在她耳旁說：「你穿這樣就像一隻藥瓶。」

隨後緊加一句：「妳就是醫我的藥。」我們並不知道白流蘇為什麼買、為什

麼又會穿這樣一件綠雨衣？但這樣一件綠雨衣在這篇小說中變成了一件征服

情海的衣，也是件讓女主角闖出一條生路的戰袍。 

二、我們在挑選衣服時，可能都是在為一個美好時刻做準備吧！想為自己的人生

創造美好的回憶，所以我們的衣服就是我們的心。 

三、衣服是一種符號，就是脫離自己從前衣服的旅程。 

四、一個人的成長過程，就是脫離自己從前衣服的旅程。 

五、當我們穿上衣服時，便也是表達自我的開始，告訴別人我很有品味、我很有

個性、我很成功、我很有錢……。節選自林文珮的你就是醫我的藥。 

【寫作說明】 

  「故事」的題目，其實寫的就是其上方的主旨，所以「雨季的故事」，主題

在「雨季」；「衣服與我的故事」，主題在「衣服與我」。「衣服與我」可以取

自己的穿衣哲學為材，也可以描述自己難忘的、與衣服有關的事情。但是如果只

是簡述「衣服的演變」、「衣服的象徵意義」，都是一種釋題的錯誤。所以，如

果同學只寫成「我對衣服」的看法，審題錯誤，至於說故事說成了「幻想」，也

算是取材走偏了。 

  同學們學會用傳說開端，這是好的嘗試，但是如果收束又回應，「或許那一

天，神的榮耀回到人的身上，我們將放下皮相的限制。」這種說法真有語病，難

不成是期待天體營就在你身邊？（其實真正的問題是，宗教可以提，但是不應該

當成一種絕對正確的看法，因為那是信者恆信，不信者存疑的區塊） 

【範例】學長:李信潔 

    衣服與我的故事 

  自從亞當和夏娃初嘗禁果而用樹葉做衣蔽體之後，衣服成了每個人最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從以前為了遮羞而穿衣，到現在變成了一種社會行為，衣服本身的

故事已經說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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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一個學生，除了制服之外，自然也有許多其他的衣服，在這些衣服中，

有我時常穿的，也有偶爾才穿的，更有從買了以後還沒有穿過的。在這麼多衣服

中，若要我選出最喜歡的一件，十分困難，因為少穿未必不喜歡，只是捨不得而

已。若要挑出最有感一件，我卻能毫不猶豫的拿出一件黑色大外套。那外套是爸

在我某次生日時當場脫下親自為我披上的，當時我嫌它太長，超過我的膝蓋，也

嫌它太厚重，讓我喘不過氣。現在，長高也變壯的我，冬天出門時，一定穿上這

件曾被我嫌棄的外套。看著別人穿著酷炫的夾克，卻抵受不住嚴寒，只能把頭縮

入那些光彩奪目有餘，禦寒保暖不足的外套裡，我的外套雖然不華麗，但是確實

能夠禦寒。 

  衣服是我們的擋箭牌，代替我們承受日曬雨淋，身為受保護的對象，我們豈

不是該好好愛惜它們，感謝它們？ 

簡評：造語平實，故事簡單，父子相承的親情話題，最易打動閱卷者。 

 
【從生活點滴取材】90-2 聯模 

每個人都在追求幸福，然而，幸福是什麼，每個人的定義也不一樣，比如： 
△小野說：「幸福是比較出來的，幸福沒有絕對的。」 
△西西說：「我的生活並不是不快樂，但也沒有什麼特殊的快樂。或者，沒有什

麼不快樂就已經是幸福的生活。」 
△安東尼奧尼說：「幸福像掬水在手上，你捏得愈緊，流失愈多。」 
△講義雜誌：「我們為別人製造幸福，等於是為自己製造幸福。」 
那麼你呢？你對幸福的看法是什麼呢？  
請以「幸福」為題，寫出你對幸福的看法，然後加以說明。 
１、可從上述的例子中選定任何一則加以發揮，或者，自行對「幸福」二字下定

義。 
２、請以實際生活中的感受具體說明，避免空泛的議論。 
３、文長二百五十至三百五十字，每不足或多二十五字扣１分。要抄題，並注意

段落及結構的安排。 
【寫作說明】 
  這種給題材及主旨的題目，要達到中等表現並不困難，但要能發揮出獨特

性，倒也不容易。所以，說明中既表示可以「自行下定義」，那麼還是跳出範疇

較有益。另外，當然也不能犯“通篇泛泛論理＂的毛病，這個文章，必須以「自

己」為重心，如此才能符合「以實際生活中的感受具體說明」的要求。 

  很多同學都說到了媽媽泡的牛奶，說到家人，這是無敵取材，可用，也要注

意取材雷同可能有的缺失。 

   

【範例】幸福  學長魯家恩 
  一個寒冷的冬日夜晚，和自己喜歡的人，坐在路邊吃一杯暖暖的關東煮，蒸

氣把臉烘得熱熱的，好幸福；在窗臺邊遙望星空，想著遠方的朋友，也許眼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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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你一樣的專注，好幸福；翻翻舊照片，在回憶裡打轉一圈，臉頰竟泛起一陣紅

暈微笑，好幸福。 
  常常，在我們規律一如機械反射的生活中，太多的壓力把我們感受幸福的能

力壓垮，於是，許多人開始想追求幸福，然而，幸福怎需追求？怎麼追求呢？幸

福是一種本能，幸福是當自己輕輕闔上眼的時候，會從內心散發出喜悅，純粹的

喜悅，它是一輩子的感覺，不會散去，無法取代。 
  從火車站出來，看到全家人坐著車，不期然地來接我；第一次發現自己好像

該刮鬍子了；同學說小丸小最後會和花輪結婚，過著幸福的生活……真的好幸

福，這樣的感覺怎麼外求？怎需外求呢？ 
簡評：以博喻手法，將一個一個小小的幸福事件，自然而然組成了一整片幸福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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