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文题目：《复活》中，聂赫留朵夫与自我抗争，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最终战胜自己，走向精神的复活；《大

卫·科波菲尔》中，大卫与命运抗争，历经艰辛，不甘沦落，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成为一名有成就的作家；《老人与海》

中，圣地亚哥与自然抗争，遭遇各种鲨鱼的五次攻击，舍命相搏，精疲力竭，最终拖着一副鱼骨回到港口；《百年孤

独》中，马孔多人民与失眠症抗争，用高度警醒和坚强毅力，为所有物品都贴满标签，最后却在梅尔基亚德斯的帮助

下重拾记忆。 

故事主人公与自身命运或外界环境进行抗争，有的凭借艰苦的毅力找到了人生意义，有的拼尽全力却并没有得到

预期的结果，但他们都为读者带来了精神力量。鲁迅曾说：“伟大的心胸应该表现出这样的气概：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

命运，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一切的不幸。” 
以上材料触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据此写一篇文章，表达你对“抗争”的认识。 

要求：自拟标题，自选角度，确定立意；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 800 字。 

 
抗争的价值在其起点 

《复活》中主人公聂赫留朵夫与自我抗争，得到了内心的安宁与灵魂的涤荡；《大卫·科波菲尔》中，大卫与命运

抗争，成为了卓有成就、亲朋满堂的作家；《老人与海》中，圣地亚哥与自我抗争，渴望与大马林鱼一同回岸；《百

年孤独》中，马孔多人民与失眠症抗争，想尽各种方法抵抗遗忘……人生中总有困难与磨难，是披荆斩棘还是绕路而行、

任其蔓长？我想，一个人对于困境的抗争，决定其意义的并非孰成孰败，而是他的美好追求。 

抗争也许是人类最基础的本能之一：抵抗威胁其生命的事物，争取生存与繁衍。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提升，这种

生存本能逐渐变为精神上的抗争：抗不公，争平等，抗卑劣，争优渥，抗唾弃，争尊严……追求自我的实现与完善。 

诚然，如同生存抗争也可能失去生命，对理想的追求、人格的提升很多时候也无法得到回应。但是，圣地亚哥深

动人心的不是他的失败，而是他面对大海的摧残却百折不挠地争夺大鱼与尊严；马孔多人民虽然久经尝试未得成功，

但是体现了其维护美好家园的决心；杨振宁论文的失败并没有否定他的努力，而是他所追求的那种想法超越前人，开

辟了一片新天地。可以认为，那些抗争者的成败与否，是由我们这些局外人在事后的评判，那么抗争者的主观能动性

体现在他们抗争的起点——他们的追求，这也是于个人，于社会，最有价值的东西。 

抗争精神并不能只用毅力与决心来衡量，更可贵的是个人在明知可能失败碰壁没有回应时，仍敢于去抗争的追求。

无论是否抵达了理想的彼岸，正是那些“关于我的东西”，那些形形色色的追求，跌跌撞撞的抗争，成为了一个个人的“轨

迹”，一个个人生活着的证明。 

而对于社会来说，那些被歌颂的美好追求与个人的奋力抗争，是一个社会发展、改变的重要因素与推动力。叶叔

华“打破玻璃天花板”的为女性而抗争，点亮了多少女性同胞的道路；何忆义对残缺肢体与灰暗命运的抗争，又鼓舞了

多少同样深陷黑暗的残障人士；《我不是药神》主角原型为病患而踽踽独行，拯救了无数生命，引起社会关注与国家

重视……他们的抗争不仅感染了更多个体，更催化社会完善制度体系、道德教化，向着他们所向往的碧色的春天蹒跚前

行。 

对美好的追求，与困境的抗争，连成一条条人生轨迹，铺展成社会的星图愿景。 

 

不服从的心 

人生道路遍布荆棘，当面对命运的滔天巨浪，身处环境的燎原之火，无数人发出哈姆雷特曾发出的疑问：“黯然忍

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起身反抗，将其击倒，这两者，哪一者更高贵？” 

纵观千古，中外典籍已给出了答案。《复活》中聂赫留朵夫经由抗争，走向复活；《老人与海》中圣地亚哥与自

然抗争，成就了一位失败的英雄；《西游记》中师徒四人与妖魔抗争，最终取得真经……他们都传递着同一道信念——

抗争。 

抗争是反抗，是不服从，是争取，是不怯懦。诚如鲁迅所说：“伟大的心胸应该表现出这样的气概：用笑脸来迎接

悲惨的命运，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一切的不幸。”抗争扫去生命周围的飞蝇，除去灵魂身上的锈迹，拭去命运蒙上的灰

尘。不服从的心，让生命流动。 

诚然，迎着那似连山峦都能崩摧的伟力，人们很难不产生深渊般的绝望，但这绝非服从的理由。没有生而铸就的

英雄，只是面对环境，面对压力，面对命运，有人选择抗争到底，有人选择躺平放弃。面向生活的挑战，放弃似乎总



比抗争来得轻松，也比抗争来得快乐。但那是一匙裹了蜜的砒霜，一剂混了麻药的毒液。服从的风轮，很容易鼓荡精

神的城堡遍地开花。然而这样的城堡却脆弱不堪，触之即散。 

抗争的目的是过程，而非结果。一旦唯结果论的巨浪吞噬了抗争精神，拼搏的心脏将不复律动。责任能够淡忘，

底线可以突破，困难容许逃避……在“躺平”的背后，是生命的愚钝、心灵的萎焉、灵魂的麻木。 

疾风吹不灭心中的火，雾霭遮不住眼中的光。这正是那些抗争者内心的写照。霍金身患绝症，却与命运抗争，毅

然投身自己所热爱的物理学科；何忆义身虽残疾，却与注定抗争，仍执着进行足球训练；徐伟只有初中学历，命运却

使其子患上罕见绝症，他与困难抗争，自学医学制药救子……无数抗争者燃烧着生命的火炬，发出着心灵的呐喊，闪耀

着灵魂的光辉，如飞蛾扑火般投入理想的火焰。他们或像《大卫·科波菲尔》中大卫找寻到执着的幸福，亦或如《百年

孤独》中布恩迪亚家族一样未能逃避预定的命运，但他们都是可敬的，因为他们奋斗过，拼搏过，抗争过。就像王安

石所说的——“尽吾志也而不能志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 

面对命运预定的轨道，唯有一颗不服从的心才能让生命的火焰生生不息，心灵的荒野郁郁向荣，灵魂的甘泉源源

不断。 

 

在激流中奋起抗争 

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对于故事中人物的抗争的描述。《老人与海》中的老人与自然抗争；《复活》中聂赫留

朵夫与自我进行抗争，他们的抗争都体现了刚毅与乐观的精神力量。在现实生活中，从人类诞生之日开始，我们就在

与自然抗争，进入文明时代后，我们又在与贫穷、压迫、剥削等人类社会中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抗争。可以说，人

类的进化史，就是一部人与自然不断抗争并征服自然的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与社会和自身不断抗争

的历史。 

抗争精神是人类的天性。在“适者生存”的森林法则中，唯有具有强大的生存能力的个体才能存活；在漫长而复杂

的进化中，唯有善于与自然、命运抗争的人类才能脱颖而出。抗争精神已经融入了我们的血脉，每一个人都具备抗争

的勇气和能力。 

抗争是人们对于现实的不满的表达，也是人们对于梦想和希望的追求。不满于现实，便用抗争来改变；寄梦于未

来，便用抗争来创造。古往今来，大量仁人志士为了自己的理想奋起抗争。陈胜吴广“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是中国

古代农民阶级第一次伟大的抗争；革命者们的“横眉冷对千夫指”，是中国近代无产阶级为推翻压迫人民的“三座大山”，

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伟大抗争；新中国人民的“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则是现代中国人民与落后的生产力和经济水

平的抗争。不懈的抗争推动着社会不断发展和变革，坚持的努力让我们离梦想的距离越来越小。 

抗争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无论结果如何，抗争都是对人们奋斗精神的证明，都是对人们变革勇气的诠释。《老

人与海》中老人的抗争虽然失败，但其在抗争中体现出来的“硬汉精神”，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可。失败的抗争并不可

怕，在抗争前就被击垮才让人羞耻。历史上太平天国的抗争，黄花岗起义的抗争，护国护法运动的抗争，无一例外的

失败了。但这些抗争，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贡献，对于人类精神财富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因此我们不应害怕失败，

即使是希望渺茫，也应该全力以赴。相对而言，我们还是能得到最大化的改善。这便是鲁迅先生所说的“用百倍的勇气

来应付一切的不幸。” 
抗争是有目的的，恰如远行的航船有灯塔的指引。有明确的目标，坚定的信念，才能有有效的抗争。只有始终不

忘初心和使命，才能防止迷失方向。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成功？因为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坚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

谋复兴的初心。国民党为什么失败？他们在抗争中被利益蒙蔽，在各种诱惑的迷雾中失去了航向，最终违背了初心，

成为了他们过去所要抗争的对象。时刻保持着最初的目标，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都随时将目标与行为相联系，才能

够坚定不移地抗争。 
抗争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方式，而在当下，许多人因为害怕而放弃了抗争。当今社会确实如激流般快速发展，抗争

难度很大。但我们只有奋起抗争，才能为自己开拓最广阔的天地。 

 

抗争即人生 

抗争无处不在。巍巍高山的石阶上，拾级而上的攀登者与自然抗争；血流涌动的血管中直径极小的淋巴细胞与病

原体抗争；孤苦伶仃的境况下，自食其力的科波菲尔与命运抗争；黑云笼罩的近代时期，砥砺前行的共产党人与帝国



主义抗争；科技落后的处境中，埋头苦干的科学家与科技难题抗争……抗争自古至今都是人生常态，我们生来便是要抗

争的。 

抗争是人生的云梯，通过抗争，我们的人生高度得以提升。“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未经磨砺，宝

剑无锋可谈，未经霜冻，梅花无香可散。对于人来说，这“锋”与“香”指的是人生高度。清华树洞中贫困生与生活的抗争

使他真正践行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踏上人生新高度；贵族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与世俗阶级观念的抗争使他

与自身身份和解，最大限度诠释了他秉持的博爱观念，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探界者”钟扬教授与自己的抗争使他不

断突破极限，建立种子宝库，给人类科技发展留下宝藏，拓宽了自己的人生广度。抗争即前进，斗争即攀登，借助抗

争的云梯，我们一步步向上，实现“山登绝顶我为峰”。 
抗争是人生的颜料，绘出的不仅有巅峰上的光芒线，还有人生的精彩。相信无数人曾幻想过一帆风顺的生活：从

出生起便含着金钥匙，一生都无忧无虑。但事实上，这样的人生称不上精彩。它的色彩的确鲜艳，但却过于单一。抗

争给予我们初次斗争的紧张，也给予我们对成功的期待；给予我们斗争中的不安，痛苦，也给予我们收获果实的欣喜。

抗争如一块石头，激起生命的波澜。正因抗争，圣地亚哥才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捕鱼历程，正因抗争，大卫·科波菲尔才

拥有了曲折而精彩的人生。可以说，抗争丰富了我们的人生画卷，掀起人生的层层波浪。 
抗争是人生的道路，贯穿人生旅途。《复活》中，聂赫留朵夫经过内心的挣扎，最后战胜自我，走向精神复活；

而圣地亚哥经历了与鲨鱼的数次搏斗却只拉回一个空空如也的鱼骨架。无论是聂赫留朵夫抗争的救赎还是圣地亚哥的

抗争的无一所获，他们都是人们抗争结果的缩影：成功或失败。那么失败是不是意味着抗争是无意义的呢？答案是否

定的。在抗争的路上，沿途皆为风景。它的意义与价值决不会因是否到达目的地而褪色。更为重要的是，抗争过程中

百折不挠和勇往直前的精神贯穿始终，助我们披荆斩棘。即使面对的是不尽人意的结果，抗争精神也会为我们支撑起

强大的心灵走到人生的彼岸。 

抗争完善了个人人格，也创造了人生百态。在某种意义上，抗争就是我们的人生。 

 

只论抗争，不问成败 

翻开盛满墨香的书页，每段文字都描绘了抗争的人生：《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与自己抗争，追求精神复活；《大

卫•科波菲尔》中的大卫与命运抗争，不甘堕落；《老人与海》中的老人与自然抗争，不愿屈服。种种抗争，令人动容，

也引人深思。 

何为抗争？并非两个字简单的叠加，“抗”字无法体现它的勇敢，“争”字不能描绘它的坚毅。它是一种超越极限的

奋斗，一种走出舒适的拼搏，一种挑战自我的突破。正如《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与过去的自己彻底决裂、与世俗和

腐败为敌，自我抗争的过程。换句话说，抗争是一种明知自己会失败，却依然朝着那看似遥不可及的“百分之一”奔跑

的品质，它是自我突破，也是不断碰壁；是自我重塑，亦是遍体鳞伤。 

正是这种“失败”，让许多人开始质疑抗争的价值：“《老人与海》中的老人，不停地抗争，最后却一无所获，抗争

真的有意义吗？”在我看来，抗争本来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在这条充满未知与挑战的路上，困难接踵而至，彷徨如

影随形，挫折如同厉鬼一般藏身黑暗，随时准备给抗争的人以致命一击，宣告他的彻底失败。但不管他怎样被打倒、

被误解、被嘲笑甚至变得一无所有，他的内心早有一朵用血泊浸出的鲜花在暗处含苞待放。在老人圣地亚哥的内心，

这朵花是坚毅、拼搏与永不言弃，也正是他“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的毅力与不懈的抗争，使他成为了一

个“胜利的失败者”和一个“失败的英雄”。因此，抗争的价值并不能简单地用物质或结果来评判，而是要用内心去衡量的

一种财富。 

时代需要抗争者。没有陈胜吴广追求平等的无畏，就不会有强秦政权的轰然倒塌；没有孙中山鞭笞黑暗的坚毅，

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蓬勃发展；没有志愿军抵御侵犯的英勇，就不会有如今中国的和平安定。他们的抗争，都为时代

画卷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新时代的画卷已经展开，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偏见与歧视、打击与封锁、造谣与抹黑……

何以摆脱？唯有抗争。以抗争打破枷锁，冲出牢笼，揭露黑暗，重拾光明，点亮时代的夜空，铺展新时代的云图。 

抗争需要目的，但抗争不应只有目的，在我们抗争的路上，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无阻应是心态，我们应不以结

果度量过程，不以失败否定自我，而是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并以始终如一的坚毅继续战斗。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

论抗争，不问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