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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分析下面任何—篇选文。评论其相关背景、读者对象、写作目的和文体风格特征等方面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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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来的请举手

	因为时不时发点牢骚，被一个朋友教育：“中国现在发展得很好呀！你看！”顺手
往窗外一指：“到处是高楼大厦！比国外很多地方现代多了！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餐馆，还
有周围的餐馆，全是满的……”

我承认，虽然空气能见度有限，顺着她的手指，我的确看到了窗外很多熠熠发光的
高楼大厦。岂止高楼大厦，还有车水马龙，绵延不绝，完全可以用“唯余莽莽，顿失滔滔”
来形容。此外，我可以以亲身经历作证，我生活和工作区域附近的餐馆，到吃饭时间几乎
总是满的，这是对“内需不足论”的有力反驳。夏天的时候，我还经常在路边看到打太极
的老太太，打篮球的少年以及卖烧烤的路边摊。如果张择端还活着，这些景象足够他再画
一幅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

正为自己的消极心态感到羞愧，我突然想起了以前读到的一个笑话。这个笑话说的是，
老师对着全班学生点名：“没来的请举手。”

我问这个朋友：你知道薛某吗？她说不知道。我只好跟她解释：这是广东某村农民，
在该村的土地维权事件中与政府发生冲突，被带到看守所后，据说“心源性心脏病突发”死亡，
而这只是神州大地上诸多“神秘看守所死亡”事件中的一个。

我又问，你知道韩某吗？她说不知道。我只好跟她解释：这是一位女性，因为参选
地方人大代表，而受到种种困扰。

我又问，你知道雷某吗？她说不知道。我只好跟她解释：这是一位普通的尘肺病人，
因为没钱治病现在生命岌岌可危，而这只是无数得不到医保救助的尘肺病人之一。

我一口气列举了十来个我的朋友从未听说过的人，都是这个欣欣向荣的时代里“没
来的人”。因为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形象，所以关于他们的信息总是模糊不清。虽然
互联网上偶有透露，但相关信息总是倏忽即逝。又因为这是一个大众媒体的时代，所以如
果他们不曾在大众媒体上存在和停留，那么他们就几乎相当于不存在。这当然不是说《清
明上河图》上画的车水马龙是假的，但车水马龙的背面，还隐隐浮现着另一个不那么豪迈
的世界。

“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毕竟要看时代的主流！”我的朋友说。到底什么是时代的
主流，我不大清楚，我只知道当一个人得了胃溃疡，医生不能视而不见，安慰他说：要看
身体的主流嘛，除了胃，你的其它器官全都是好的！

据说知识分为三种：你知道的，你不知道的，以及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薛某韩
某雷某对于我这个朋友，大约就属于她“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那一类知识。因为不知
道自己不知道，尽管性情善良，她甚至没有翻到《清明上河图》的背面去看看的冲动和好
奇。因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她相信北京五环内的所见所闻，就是“时代最强音”。也是，
在人类不知道火星的存在的时候，没有人会好奇上面都有些什么。

在一个信息传播受限的社会里，坐井观天几乎是认识的必然趋势。开着新添置的汽车，
住着新装修的房子，手里捧着30块钱一杯的咖啡，另一只手举着 iPhone的人，的确会困惑：
你说你都吃得起麦当劳穿得起七匹狼了，还嘟嘟囔囔，是不是太忘恩负义了呢？

除非你意识到中国不仅仅意味着都市的“五环”，在海水的深处，阳光未曾照耀之处，
还有薛某韩某雷某，并且每一个已知的薛某韩某雷某，很可能还对应无数我们尚未知晓也
无从知晓的薛某韩某雷某。苍茫雪地里，要保持对那个被遮蔽世界的知觉，你得不断提醒
自己不要睡着不要睡着不要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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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道理听上去简单，却未必人人知晓。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作家萧伯纳访问了
苏联，被领着参观了种种社会主义成就后，他回到英国发表文章，驳斥了种种“污蔑苏
联建设伟大成就”的言论。“我们想证实，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那里存在着经济奴役、匮
乏、失业……”在所到之处，我们处处看到充满希望和热情的工人阶级…”事实上，就在
他参观苏联前后那几年，强制性农业集体化导致了约七百万人在饥荒中死亡。无独有偶，
写作《红星闪耀中国》的斯诺，在1960年和1964年两次访问中国后，也将关于中国发生
了饥荒的传闻驳斥为“冷战宣传”，他表示：“我在中国没有看到饥饿的人，绝对没有像
过去那样的饥荒……”你看，没来的人都没有举手，说明大家都在这里，这是多么好。

刘瑜	网易博客 2011 年

 – 作者怎样通过一系列的手法，表达了对什么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

 – 作者如何在行文中展现了自身的价值观并以此影响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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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职业倦怠的 10 个 tips

 

如果你对工作感到厌烦，你该怎么办？你需要分析为什么不喜欢你的工作，你的工
作真的那么让你厌烦吗？你真的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吗？是不是有些人或事总是阻碍你的
发展？如何来改善这种情况？或许更重要的是：找到你喜欢做的事情。

在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并且下决心去做之前，还是得先寻找一些让自己大脑忙
碌起来的小技巧，缓解一下倦怠的心情。

创造新的挑战
很多时候我们倦怠的根源来自毫无挑战的工作，过于简单或者死板，让人提不起兴趣。

你可以尝试能否加入一些新鲜元素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对待它。不用坐在那里等待任务
降临，尽可以大胆挑战自我，给自己设立更高的要求，探索新项目，设定能够激励自己
的任何目标并不断追求。

换一个工作
如果你对工作已经厌倦到无法通过改变自己来缓解，也许就需要跳槽了。不过你需

要做好充分准备，挖掘周围的资源，咨询身边的人，更新简历，递交申请表，发一些试
探性的邮件，多找找那些你不厌烦并且会喜欢的工作。

和有趣的人一起工作
尽量远离无聊的人，以及负能量发射源。有趣的人可能是你熟悉的同事，或者你可

以加入一个新的团队，甚至加入网上你感兴趣的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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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工作空间
有人喜欢通过清理办公桌来缓解焦虑，你可以以批评的眼光来审视周围事物并且问

自己：这些东西有必要在这里吗？怎么可以让它们更简单一点？这样做的好处是你可以额
外获得一个干净整洁的办公环境，让心情好一些。

发展一个爱好
你可以寻找一个新爱好，比如徒步旅行、编织、绘画、演奏乐器、骑车、烹饪、摄

影……什么都可以，如果你有某种专长，也可以教别人，帮助他人也能缓解厌倦。

提高你的技能
尝试学习一种新的技能，试着挑战自己，不论这项技能是电脑程序、写作、Adobe

或者别的。你以后很可能会在工作中用到它，或者用它来找到一份新工作，或者自主创业，
甚至还能从自己精通某样技能中得到成就感。

换一个电脑桌面
换桌面也会让人心情舒畅。当你觉得拖拖拉拉不想工作的时候，可以上网浏览桌面

背景图片网站，直到找到中意的桌面图。更换桌面背景的时候，顺便把桌面图标清理一遍，
电脑看起来更整洁了。

给自己放一两天假
当你不在状态时不要强迫自己做任何事情。有时候你只是需要让自己精神振作，重

新精神焕发。你可以通过阅读、睡觉、健身来放松身心，让大脑休息。你还可以抽空想
想自己最在意的事情，让自己完全放松，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

给心爱的人打个电话
还有什么比抓紧时间给心爱的人打个电话更好呢？告诉他你想他，或者仅仅打个招呼，

这远远比你百无聊赖更好。

增加自己的财富
你可以做一些增加自己财富的小事情，比如你还没有存款账户，那么赶快去银行开

个户，或者开始记账，做一个每天的收入支出明细表。你还可以研究研究股票和基金，哪
怕只读读关于个人理财的书籍。

曹玲《三联生活周刊》2013 年

 – 作者如何通过语言风格和行文形式有效传达了观点和意见？

 – 图片与内容的配合使用如何彰显了文章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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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分析下面任何一篇選文。評論其相關背景、讀者對象、寫作目的和文體風格特徵等方面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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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來的請舉手

因為時不時發點牢騷，被一個朋友教育：「中國現在發展得很好呀！你看！」順手
往窗外一指：「到處是高樓大廈！比國外很多地方現代多了！你看我們現在這個餐館，還
有周圍的餐館，全是滿的……」

我承認，雖然空氣能見度有限，順著她的手指，我的確看到了窗外很多熠熠發光的
高樓大廈。豈止高樓大廈，還有車水馬龍，綿延不絕，完全可以用「唯餘莽莽，頓失滔滔」
來形容。此外，我可以以親身經歷作證，我生活和工作區域附近的餐館，到吃飯時間幾乎
總是滿的，這是對「內需不足論」的有力反駁。夏天的時候，我還經常在路邊看到打太極
的老太太，打籃球的少年以及賣燒烤的路邊攤。如果張擇端還活著，這些景象足夠他再畫
一副現代版的《清明上河圖》。

正為自己的消極心態感到羞愧，我突然想起了以前讀到的一個笑話。這個笑話說的是，
老師對著全班學生點名：「沒來的請舉手。」

我問這個朋友：你知道薛某嗎？她說不知道。我只好跟她解釋：這是廣東某村農民，
在該村的土地維權事件中與政府發生衝突，被帶到看守所後，據說「心因性心臟病突發」死亡，
而這只是神州大地上諸多「神秘看守所死亡」事件中的一個。

我又問，你知道韓某嗎？她說不知道。我只好跟她解釋：這是一位女性，因為參選
地方人大代表，而受到種種困擾。

我又問，你知道雷某嗎？她說不知道。我只好跟她解釋：這是一位普通的塵肺病人，
因為沒錢治病現在生命岌岌可危，而這只是無數得不到醫保救助的塵肺病人之一。

我一口氣列舉了十來個我的朋友從未聽說過的人，都是這個欣欣向榮的時代里「沒
來的人」。因為可能影響社會穩定與發展形象，所以關於他們的信息總是模糊不清。雖然
互聯網上偶有透露，但相關信息總是倏忽即逝。又因為這是一個大眾媒體的時代，所以如
果他們不曾在大眾媒體上存在和停留，那麼他們就幾乎相當於不存在。這當然不是說《清
明上河圖》上畫的車水馬龍是假的，但車水馬龍的背面，還隱隱浮現著另一個不那麼豪邁
的世界。

「這些都是發展中的問題，畢竟要看時代的主流！」我的朋友說。到底什麼是時代的
主流，我不大清楚，我只知道當一個人得了胃潰瘍，醫生不能視而不見，安慰他說：要看
身體的主流嘛，除了胃，你的其它器官全都是好的！

據說知識分為三種：你知道的，你不知道的，以及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薛某韓
某雷某對於我這個朋友，大約就屬於她「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那一類知識。因為不知道
自己不知道，儘管性情善良，她甚至沒有翻到《清明上河圖》的背面去看看的衝動和好奇。
因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她相信北京五環內的所見所聞，就是「時代最強音」。也是，在
人類不知道火星的存在的時候，沒有人會好奇上面都有些什麼。

在一個信息傳播受限的社會里，坐井觀天幾乎是認識的必然趨勢。開著新添置的汽車，
住著新裝修的房子，手裡捧著30塊錢一杯的咖啡，另一隻手舉著 iPhone的人，的確會困惑：
你說你都吃得起麥當勞穿得起七匹狼了，還嘟嘟囔囔，是不是太忘恩負義了呢？

除非你意識中國不僅僅意味著都市的「五環」，在海水的深處，陽光未曾照耀之處，
還有薛某韓某雷某，並且每一個已知的薛某韓某雷某，很可能還對應無數我們尚未知曉也
無從知曉的薛某韓某雷某。蒼茫雪地裡，要保持對那個被遮蔽世界的知覺，你得不斷提醒
自己不要睡著不要睡著不要睡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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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道理聽上去簡單，卻未必人人知曉。20 世紀 30 年代初，英國作家蕭伯納訪問
了蘇聯，被領著參觀了種種社會主義成就後，他回到英國發表文章，駁斥了種種「污蔑蘇
聯建設偉大成就」的言論。「我們想證實，	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那裡存在著經濟奴役、匱乏、
失業……」「在所到之處，我們處處看到充滿希望和熱情的工人階級……」事實上，就在
他參觀蘇聯前後那幾年，強制性農業集體化導致了約七百萬人在饑荒中死亡。無獨有偶，
寫作《紅星閃耀中國》的斯諾，在 1960 年和 1964 年兩次訪問中國後，也將關於中國發
生了饑荒的傳聞駁斥為「冷戰宣傳」，他表示：「我在中國沒有看到飢餓的人，絕對沒有
像過去那樣的饑荒……」你看，沒來的人都沒有舉手，說明大家都在這裡，這是多麼好。

劉瑜	網易博客2011年

－ 作者怎樣通過一系列的手法，表達了對什麼社會問題的深切關注？

－ 作者如何在行文中展現了自身的價值觀並以此影響受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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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對工作感到厭煩，你該怎麼辦？你需要分析為什麼不喜歡你的工作，你的工
作真的那麼讓你厭煩嗎？你真的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嗎？是不是有些人或事總是阻礙你
的發展？如何來改善這種情況？或許更重要的是：找到你喜歡做的事情。	

在找到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並且下決心去做之前，還是得先尋找一些讓自己大腦忙
碌起來的小技巧，緩解一下倦怠的心情。	

創造新的挑戰
很多時候我們倦怠的根源來自毫無挑戰的工作，過於簡單或者死板，讓人提不起興趣。

你可以嘗試能否加入一些新鮮元素或者用另外一種方式來對待它。不用坐在那裡等待任務
降臨，盡可以大膽挑戰自我，給自己設立更高的要求，探索新項目，設定能夠激勵自己的
任何目標並不斷追求。

換一個工作
如果你對工作已經厭倦到無法通過改變自己來緩解，也許就需要跳槽了。不過你需

要做好充分準備，挖掘周圍的資源，咨詢身邊的人，更新簡歷，遞交申請表，發一些試探
性的郵件，多找找那些你不厭煩並且會喜歡的工作。

和有趣的人一起工作
盡量遠離無聊的人，以及負能量發射源。有趣的人可能是你熟悉的同事，或者你可

以加入一個新的團隊，甚至加入網上你感興趣的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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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工作空間
有人喜歡通過清理辦公桌來緩解焦慮，你可以以批評的眼光來審視周圍事物並且問

自己：這些東西有必要在這裡嗎？怎麼可以讓它們更簡單一點？這樣做的好處是你可以額
外獲得一個乾淨整潔的辦公環境，讓心情好一些。

發展一個愛好
你可以尋找一個新愛好，比如徒步旅行、編織、繪畫、演奏樂器、騎車、烹飪、攝

影……什麼都可以，如果你有某種專長，也可以教別人，幫助他人也能緩解厭倦。

提高你的技能
嘗試學習一種新的技能，試著挑戰自己，不論這項技能是電腦程序、寫作、Adobe

或者別的。你以後很可能會在工作中用到它，或者用它來找到一份新工作，或者自主創業，
甚至還能從自己精通某樣技能中得到成就感。

換一個電腦桌面
換桌面也會讓人心情舒暢。當你覺得拖拖拉拉不想工作的時候，可以上網瀏覽桌面

背景圖片網站，直到找到中意的桌面圖。更換桌面背景的時候，順便把桌面圖標清理一遍，
電腦看起來更整潔了。

給自己放一兩天假
當你不在狀態時不要強迫自己做任何事情。有時候你只是需要讓自己精神振作，重

新精神煥發。你可以通過閱讀、睡覺、健身來放鬆身心，讓大腦休息。你還可以抽空想想
自己最在意的事情，讓自己完全放鬆，重新規劃自己的人生。

給心愛的人打個電話
還有什麼比抓緊時間給心愛的人打個電話更好呢？告訴他你想他，或者僅僅打個招

呼，這遠遠比你百無聊賴更好。

增加自己的財富
你可以做一些增加自己財富的小事情，比如你還沒有存款賬戶，那麼趕快去銀行開

個戶，或者開始記賬，做一個每天的收入支出明細表。你還可以研究研究股票和基金，哪
怕只讀讀關於個人理財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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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如何通過語言風格和行文形式有效傳達了觀點和意見？

 – 圖片與內容的配合使用如何彰顯了文章的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