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同学、老师：

春秋战国是一个百家争鸣的

舞台，也让一众文人武士在历史的

洪流中闪耀光芒，而今天我们所读

的这段材料也正是与之相关的。

《论语·为政》中提到，子曰：

“君子不器。”文中所指的“不器”有

多种学者提出的不同解释，而这些

解释中对于“器”的解释却是相似的，都代表

着容器、固有框架的意思。综合理解下，可以

认为“君子不器”的核心，便是君子的多样性

与适应性。即，君子能够识时务，能够破旧

念，能够创造无限可能。

因此，在我看来，管仲、齐桓公与鲍叔三

位均为君子之才，而其中最让我有所感悟并

愿学习其精神的则是管仲。

管仲虽曾为齐国公子纠的老师，辅佐其

与齐桓公争夺君位，临死都在竭尽全力为齐

桓公效力，嘱咐其注意易牙的陷害之心。这

当中的变化，正是管仲君子气概推动与促成

的。

片段中有一个细节，管仲在阻击齐桓公

的过程中没有直接击中要害，而是用箭射中

其衣带钩。电影《师父》中有一句台词，说的

是“能取你纽扣，就能取你性命”。因此，看到

素材中的这段话时，我的脑海中不由得联想

到了这个武打画面。以此不仅可看出管仲的

箭术高超，同时或许也能体现出其“伤人不伤

命”的侠气。

除此之外，齐桓公上任后，在鲍叔建议下

管仲被重新启用。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管仲

不忠心的体现。其实不然，管仲所举并不仅

仅局限于朝代之争，他将目光放得更广，从整

个国家的发展与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出发，

充分展露了他的大局观。

鲍叔愿甘居其下，管仲的能力无需置疑，

辅佐齐桓公终成一代霸业，更是对他能力的

最好证明。

有能力，有胆识，有侠气，有大局观，这些

特质组成了管仲最具魅力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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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他们这样写
每年高考语文考完后，作文题都会成为热门话题，刷爆朋友圈。

今年的湖南高考语文试卷继续采用全国卷。作文题是材料作文，围绕齐桓

公、管仲、鲍叔写一篇发言稿，这让很多网友和考生略感意外。本报第一时间邀

请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媒体工作者、教师、大学生试写高考作文，快来看看吧。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我发言的主题是

《谦逊识人，心系社稷》。

齐桓公、管仲和鲍叔的故事

流传千古，彪炳青史。三个人

物，各有千秋。其中，齐桓公为

君大度，不计前嫌、礼贤下士，能

用人也；管仲为臣智慧，舒展才

能、足智多谋，是能人也。他们

固然让人敬佩，但令我感触最深

的便是为臣为友，心系社稷，未

曾嫉贤妒能，甘居其下，慧眼识

人，能知人的鲍叔。

亲爱的同学们，个人英雄主

义从来就不应是我们炎黄子孙

追求的成功。舍小我成大我，在

自己合适的位置上发挥最大的价值。宽容大

度、有大局精神，方能像鲍叔一样，获天下人之

“能知人”的赞誉，不是吗？

胸襟宽广，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实鲍叔

为臣之道。鲍叔对历史的贡献或许不如管仲，

他在齐国的名声也在管仲之下，但是鲍叔没有

因此而嫉妒管仲，而是审时度势，不计私利，以

大局为重，心系社稷百姓，“举贤不避亲”。鲍

叔不仅是管仲的伯乐，更是齐国与齐桓公确立

霸主地位的重要功臣！心底无私天地宽，将小

我融入大我，用青春扎根基层的大学生村官秦

玥飞不正是当下的鲍叔吗？

上善若水，谦逊礼让，乃鲍叔为臣之道。

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则有七善。”首善曰：

居，善地。与其说是在讲水，毋宁说谈的是悟

“道”的领导者。诚哉斯言，为人之谦虚和道德

之高尚并不冲突。像水一样甘居下位，这是做

人的智慧。鲍叔甘居管仲之下，谦逊礼让，在

背后默默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居上位而不

骄，在下位而不忧”，这不正是鲍叔为臣之道的

凝练概括吗？

慧眼识人，力荐贤才，亦鲍叔为友之道。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古有“管鲍之交”

的故事让人感动，亦有险些被埋没的烛之武令

人惋惜。“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

也。”司马迁所言是也。鲍叔独具慧眼，力荐安

邦定国之才、经天纬地之略的管仲，管仲亦不

负众望为齐桓公提出了“尊王攘夷”的举措，使

得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确立了霸王之

尊。前有管鲍之佳话；后有周恩来力荐邓小平

接班，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今有任正

非 200 万年薪诚聘天才博士，重金挖掘人才。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这不正是对慧

眼独具的“鲍叔”们的真实写照吗？

读史使人明智！同学们，我们应从传统文

化中吸取养分，用历史之光烛照现实。“节物风

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时移世易，新兴

行业百花齐放，千千万万的电竞从业者、网红

主播们，被正式列入了人社部的职业清单只是

第一步，进一步释放他们的“千里之才”，还需

要更多的“鲍叔”。完善选才育才的体系，拓宽

识才用才的渠道，营造尊才爱才的氛围，具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才选拔工作机制才是

让新时代“鲍叔”之才辈出的基石。让“鲍叔”

成为选人用人的新常态，发掘更多管仲之才，

则复兴之梦不远矣！

我的发言结束，谢谢大家！

各位同学：

自古以来，得人才者得天下，失

人才者失天下。齐桓公能成为“春秋

五霸”之首，能知人、善用人应是其成

功的关键。

老子曾说：“知人者智。”意思是

能了解、认识别人叫做智慧。三国英

雄曹操的用人之道则被总结为：知人

善任。如今看来，曹操想必是从 800

多年前的齐桓公那里偷师学艺、获得

了用人宝典，进而成就了一番霸业。

什么叫知人善任？应该包括三

个内容：第一，知道哪些人是人才；第

二，知道这些人是哪方面的人才，或

者哪种类型的人才；第三，知道把这

些人放在什么位置上最合适。齐桓

公的用人之道便很好地诠释了这“三

部曲”。

对于“公子小白”时期的齐桓公

来说，早已识得管仲与鲍叔都是不可

多得的人才，无奈彼时各为其主，虽

至兵戎相见，却更看清了二人忠诚的

本质。此时，他能倚重的只有鲍叔，

管仲便成了藏在心中的“白月光”。

等到继位为君、天下初定，齐国

亟需经世治国之才。鲍叔引荐管仲

固然有识人之智，但齐桓公能放下当

初“被箭射杀”之辱，对管仲委以重

用，更是展示了他不计前嫌、不拘一

格的用人之才。

而拜管仲为相，位置甚至高于鲍

叔，则充分体现了齐桓公“善任”的才

能，即“知道把这些人放在什么位置

上最合适”。推行改革，九合诸侯，成

就齐国霸业，这盖世之功自当首推管

仲，也充分印证了齐桓公的眼光。

司马迁说：“天下不多（称赞）管

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鲍叔的

品德自不必说，但小白“用贤不避敌”

才是成就这一千古美谈的关键。毕

竟，要成为一位成功的君王或领袖，

识人的智慧与用人的胸怀缺一不

可。正如刘邦这位著名的草根皇帝

在说到自己夺得天下的原因时曾提

到：“项羽有范增却没有用，这是我战

胜他的原因。”

前人之事，后人之师。这一历史故

事拿到今天来讲，依然能带给我们诸多

启示。在新时代，无论是政府还是企

业，要想赢得竞争，赢得未来，就必须效

仿齐桓公，拿出吸纳包容的开放气度和

破立并举的改革精神，聚天下英才而用

之，做到知人善任、人尽其才，齐心合力

为民族复兴大业贡献力量。

同学们：

如果把中华历史比喻成一

棵从远古文明中生根，夏商开

始萌发的大树，到周时已经开

枝散叶蔚然壮观了，春秋战国

则注定是第一个最为璀璨全盛

的花期。

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百家

争鸣。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

天下，为五霸之首，是这个花期

中最先开放、也最为绚烂的花

朵，即便几千年之后，仍然熠熠

生辉，赢得赞美无数。

然而人们总是忽视那些成

功背后的付出和牺牲。往往又

只有那些具有相同处境的人才

会看到他认为最真实的一面。

孔夫子满腔抱负，宣扬以礼治

国、仁者爱人，却亡于陈蔡弃于

诸侯，其实他自认为是管仲，只

是诸侯不用，谁得管仲，谁霸天

下，同样，谁得孔子，谁就能平

天下。所以孔子说：“管仲之力

也。”且不论孔子是否真如管

仲，但他看到了璀璨鲜花之外

的东西。

司马迁祖祖辈辈以史为业，

虽然上达朝廷，但史家地位却是

秉笔直书而来的，这既是他们的

荣誉也是他们的操守，他为李陵

辩解，反受宫刑，只是为了开天

辟地的《史记》才忍辱负重，他最

能理解鲍叔心胸的博大，他也对

鲍叔所受到的冷落和退让感同

身受，甚至这些普通人才是历史

转折的关键所在。所以司马迁

说：“天下不多（称赞）管仲之贤

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历史的例子不胜枚举。

秦王大殿之上图穷匕见，

秦王被荆轲追着跑，命在顷刻，

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

轲，为秦始皇拔出长剑提供了

两秒钟，正是这两秒钟让秦王

拔出剑来救了自己，否则中华

之树完全是另外一种生长。

咸丰四年，曾国藩带着初

创的湘军顺江北上与太平军靖

港接战，湘勇一触即溃，眼看着

微薄家当一朝败破，练兵的不

易、湘人的耻笑、功业的渺茫一

齐涌到面前，曾国藩满心绝望

跳进了湘江。要是随船幕客章

寿麟抢救有所迟误，曾国藩真

溺毙了，或许近代的湖南也不

会这么花团锦簇。

历史不吝把掌声给了那些

大放异彩的花朵，却冷落了鼎

力相扶的绿叶，甚至是枝条。

历史上与鲍叔相似，却不肯让

出位置，甚至打杀欺压忠良的

人比比皆是，鲍叔不仅知人，更

是让人，因此，他淹没在时代和

历史之中，寂寂无声。我始终

觉得，同时代的孔夫子就没有

人知更没有人让，其后的屈原

差不多，还有司马迁，他们的知

音都到了几百年甚至更后了。

当我们为齐恒公的功业、

管仲的才华称颂不已的时候，

更要把掌声送给千年之前的鲍

叔，这样的历史才真实。我们

赞美花朵之外，更要关怀每一

片绿叶、每一个普通的人，这样

的世界才美丽，这样的社会才

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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