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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政带众人游园，宝玉所出“沁
芳”二字，“点出了花木映水的佳境”
是通景，“契合元妃省亲之事”之余
又暗合大观园中女儿众多，则是共
情。众人与宝玉一起题名，而唯独
宝玉之名被贾政默许，便是因为众
人眼中只有景，而宝玉眼中心中还
有情。

“造景”为“共情”，这是“景”与
“情”之间亘古不变的关系。由此想
到现在市场上非常火的沉浸式戏
剧，看来文化万变不离其宗，我们现
在所做的，终究还是在古人的文化
遗产上，进行传承和创新。

沉浸式戏剧，一为造景，二为共
情，而这两者，都与直接移用、借鉴
化用、根据情境独创三者相关。

先说造景，顾名思义，便是如大
观园一样，通过设计和修建，打造出
我们想要的景来。如果古代能有我

们现在的概念，那么大观园便不叫
大观园，应该叫沉浸式演艺新空间
了。在我们造景的时候，有直接移
用，如梅兰竹菊这般拥有共性之美
的景物；也有借鉴化用，如“忽如一
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样诗
词中的千古名景，通过现代科技VR
技术展现；当然也有情境独创，将优
秀的传统文化与满足人民需求的理
念相结合，刻古雕今，才能造出匠心
独运的景来。

再说共情，即是我们在所造之
景上加入沉浸式戏剧，通过戏剧起
承转合，牵动出观众的情来，同时也
将我们所要抒发的情，蕴含其中。
无论是直接移用、借鉴化用还是情
景独创，都离不开情韵天然。

正如“曲径通幽处”，“曲径”固
然重要，最后却还是要落在这个

“幽”字上。然而很遗憾的是，纵观

当下市场上的沉浸式行业，不乏只
重“景”而忽视“情”的，投资方斥巨
资打造大场面，给人的感觉却充满
堆砌感，反观大场面之下的“情”却
是空泛做作，未免喧宾夺主了。

李渔《闲情偶寄·戒浮泛》有言：
“咏花既愁遗鸟，赋月又想兼风。若
使逐件铺张，则虑事多曲少；欲以数
言包括，又防事短情长。展转推敲，
已费心思几许，何如只就本人生发，
自有欲为之事，自有待说之情，念不
旁分，妙理自出。”

写文如此，当下的沉浸式行业
更该如此。既要造出为观众大饱眼
福的景，更要戒掉浮泛、戒掉堆砌，
在景中制作出动心牵情的内容来。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景在于眼，
情在于心，情景交融，希望所有沉浸
式行业者都执此念，为观众带来真
正的好作品。

一条河横在面前，从此岸到彼
岸，有几条路？

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有一条，就
是渡河。不过在科幻作家刘慈欣的
小说《诗云》里写到了另一条路：反
向出发，绕地球一圈，亦可到彼岸。
虽然远了点，好歹是能到的。何况
《诗云》里写的是个以光速运动的外
星人，对它来说，两条路没有区别。

《红楼梦》里有个情节——“大
观园试才题对额”，大观园竣工，众
人要给桥上亭子题名，有人移用欧
阳修名句取名“翼然”，贾政化用而
得“泻玉”，宝玉根据情境独创“沁
芳”，三个都是好名字，且各有各的
好。就像我们的人生，没有标准答
案。

我的一位高中同学，高考千军
万马过独木桥杀出来，读了很好的
大学。她的人生本该是某种标准答
案：读985，进大厂，升职加薪，鲜衣

怒马。但她现在在做什么呢？给人
算命，职业的那种。

我看她每天研究星相、塔罗牌，
朋友圈发着我看不懂的上升宫、火
象星座、土象星座……当年她坐在
窗边刷题的时候，有想过将来会做
这个吗？不过有什么关系呢，这份
工作让她快乐，看样子还很赚钱，这
就够了。

命运终究会把我们推到某个从
未想过的地方。

我当年高考的时候，目标是考
上某所军校。所以我努力学习，争
取达到那所军校的录取线。后来我
真的达到了那个分数线，甚至还超
了8分，但是体检查出眼睛有色弱，
不符合标准，眼睁睁地看着提前批
把我刷掉。

然后我像正常人那样去读了大
学，毕业后回到成都从事科幻文学
编辑的工作。

在成都最繁华的地段办公，把
一部科幻小说《星之继承者》做成了
年度大爆款。白天当编辑，晚上写
小说，这样的生活也很让我满意。
科幻本就是我的初心，我有时候会
想，如果当年真的顺利进入军校，我
还有机会做科幻、写科幻吗？

用“罗夏”这个笔名发表中篇科
幻小说《地穹》后，我的高中老师曾
邀请我回母校和学弟学妹们交流，
我记得我当时说了一段对高中生来
说可能有点沉重的话：马上就要高
考了，我真心祝愿你们每一位同学
都能成功，但生活常识告诉我，一定
有人会失败，但请记住，那并不是生
活的终结。

就像面对那条河，我们当然知
道那条过河的路最近最好走，可有
时候生活偏偏不让你走。与其在河
边坐下来哭泣，不如站起来走另一
条路。

如果你遇到一个难题，可能并
不是没有办法，而是有太多办法藏
在你的生活里，你没有去发现而已。

譬如看到今天的作文题，我觉
得破题困难，面前似乎没有任何道
路。可若是跳脱出“我”这个固定道
路、固定生活的框架，是不是能够看
到隐藏于细微处的各种可能性呢？

最近有个新电影《瞬息全宇
宙》，讲的是一个人同时生存在不
同的多元宇宙里，所以她既是厨
师，也是武术家，也是商人，也是家
庭主妇。

若我们每个人都在多元宇宙
里，有着不同的自我和身份，那用不
同多元宇宙里的我来解这道题，又
会如何呢？

如果某宇宙里，我是个文学家，
我见题心喜，大概会旁征博引，从前
人巨作中引出旷世名句，让你们看
到生活的文学性，我们怎么把一段

生活变成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今
天红楼题匾，明天却能引出未来的
悲怆。你看，这是可能性之一。

如果，某多元宇宙里，我是个厨
师，那我会告诉你怎么烹小鲜，怎么
游刃有余，从烟火气息里令你看到，
事事处处都有它的规律，但归根结
底，是要色香味俱全，才能令你这篇
文章出类拔萃。你看，这也是可能
性吧。

或许，某多元宇宙里，我是西湖
边的环卫工人，我站在夏风微炎的
湖边，听着走过的学生念这道高考
题，我会想这有什么难的，看看远
山，一切纷扰复杂，不就都在这景致
里了吗？再宽阔的马路，也要一点
点地收拾干净，只要心静下来，没有
哪座山是过不了的。

要我是个码农呢？在某多元宇
宙里埋头苦写代码。可真要问我这
道题怎么破，我可能会说，看不懂

《红楼梦》，可我却知道一行代码的
优雅和美丽，所有的雅致可以在文
字里，也可以在代码里。所以我可
以拿出写代码的逻辑，给你来个层
层递进。

是吧，当我拥有多元宇宙的不
同身份时，面对一道难题，居然有了
那么多种选择。

或许我们并没有多元宇宙，可
生活里的各种认知各种爱好各种思
考模式，难道不像是多元宇宙一样，
会提供给我们不一样的角度吗？

我们遇到一个难题时，可以像
个艺术家去描摹它，也可以像个生
活家去经历它，更可以像个探险家
去偶遇它。

一个难题，因为我们走上不同
的道路接近它，它就变成了不同的
结果。

这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多元
宇宙吧。

作文题具有独创性
开启了材料作文
命题新思路

今年全国高考甲卷语文材料作文题
可谓创意满满。题目以《红楼梦》“大观园
试才题对额”，众人给匾额题名引发的启
示，请考生结合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经验，
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6月 7日，封面直播邀请到四川省
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段
增勇，就高考作文题作出点评。“与往年
相比，今年作文题在材料的选择、命制
上大有不同，它能给考生一种新颖感。”
段增勇认为，这样的命题是命题者别有
创意的组拼，它的新颖感体现在这则材
料会给考生陌生感，而陌生感则会让学
生去思考，这在考生平时的训练中几乎
是没有遇到过的。“这个作文题在近几
年材料作文中具有独创性，也给以后材
料作文的命制开辟了新的思路。”段增
勇评价道。

“众人给匾额题名，或直接移用，或
借鉴化用，或根据情境独创，产生了不
同的艺术效果。”段增勇认为，命题者在
解读材料的文中嵌入的三个“或”，是考
生写作思路打开的暗机关，写作时可以
就这三个方面联系社会现实进行广泛
关联。

如何理解直接移用、借鉴化用、根据
情境独创？段增勇举例，如果从学习方式
的角度来想，“直接移用”是蚂蚁式的学
习，是堆积式、积累式的被动式学习方式；

“借鉴化用”类似蜘蛛式的学习，以系统化
的历程，思考、组织与内化知识，是主动式
的学习方式；而根据情境独创便是蜜蜂式
的学习，蜜蜂采花、产蜜，是一种创造式的
学习方式。

“逻辑思辨能力、对生活的理解能力
与对人生的感悟能力是写作能力中最为
重要的。”段增勇说，文章的写作主要体现
在写，写什么是作者本人对生活的理解、
对人生感悟的丰富度、深厚度决定的，怎
么写则主要依靠写作技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张峥 刘皓洋

2022年四川高考作文题

根据材料写作文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红楼梦》写到“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时有一个情节，为元妃（贾元春）省亲修建
的大观园竣工后，众人给园中桥上亭子的
匾额题名。有人主张从欧阳修《醉翁亭
记》“有亭翼然”一句中，取“翼然”二字；贾
政认为“此亭压水而成”，题名“还须偏于
水”，主张从“泻出于两峰之间”中拈出一
个“泻”字，有人即附和题为“泻玉”；贾宝
玉则觉得用“沁芳”更为新雅，贾政点头默
许。“沁芳”二字，点出了花木映水的佳境，
不落俗套；也契合元妃省亲之事，蕴藉含
蓄，思虑周全。

以上材料中，众人给匾额题名，或直
接移用，或借鉴化用，或根据情境独创，产
生了不同的艺术效果。这个现象也能在
更广泛的领域给人以启示，引发深入思
考。请你结合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经验，写
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
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
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一个人的多元宇宙
陆琪（浙江省网络作协副主席）

名家写高考作文

另一条路
罗夏（90后科幻作家）

专家点评 沉浸与共情
聂鑫（沉浸演艺制作人）

2022年高考特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