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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写作能力是当今社会人人必备的能力，更是职场中不可缺少

的核心能力。写作是一个人基础知识、生活经验、思想认识、道

德情操、语言能力等多方面的综合体现，能促进个体素质的全面

提高。同时，写作也是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领域。为此，要

培养学生多角度地观察生活，丰富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

对自然、社会和人生有自己的感受和思考，力求做到有个性、有

创意地表达。

本教材的编者都是来自教学一线的写作课教师，他们了解高

职教育写作教学的现状，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借鉴已有写作教

材的成果，着力于创新求变，力求实现整体有线索、局部有亮点、

细节要精彩。

本教材分为写作基础和写作文体两篇，共五章，主要介绍了

写作准备、写作过程、文学写作、网络写作和实用写作等内容。

本教材具有鲜明的特色，体现在以下几点。

1. 框架新

本教材紧密结合高职教育的特点和要求，以现代应用型人才

必须掌握的写作技能、写作基础知识来构建全书的框架；以能力

为主导，以知识为手段，以情感体验为突破口，旨在提高学习的

主动性。

2. 开篇新

每章开篇都精选一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通过点评环节导出

该章的主要内容，既点明主题，又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3. 内容新

编者结合教学改革的成果，在文体选择上大胆突破，敢于尝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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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第一口”。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的写作已经被我们选入

教材，引进课堂。

4. 设计新

本教材通过课后训练设计，力图解决写作课堂的封闭性问题，

提倡“参与式”写作，让学生充分参与社会生活，拓展写作课堂，

在实践中提高。书中的能力训练可促进学生及时消化知识点；课

后自测可以帮助学生融会贯通、举一反三，从整体上掌握某类文

种的体式规范与写作要求。写作课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学生只

有自己参与写作实践，才能把学到的知识转化为能力。能否抓住

实践性环节，是写作教学成败的关键。

本教材由许昌职业技术学院黄青喜副教授任主编，由邓丽娟、

吕俊锋、杨保红任副主编。具体编写分工如下：黄青喜负责提出

设想和框架，并承担前言部分的编写；邓丽娟编写了第一章和第

二章；吕俊锋编写了第三章和第四章；杨保红编写了第五章。全

书由黄青喜进行统稿、审定。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

批评指正。

� 编　者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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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能力目标 　�能理解写作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写出文从字顺、格调高雅的文章。

知识目标 　�了解基础写作学科体系，掌握写作系统的规律，明确写作的基本概念、

内容及学习方法。

素养目标 　�融入社会，提升审美情趣；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

第一节　绪	 	 论

第一章　写	作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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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导读

我为什么写作
王蒙

从一九五三年深秋那个晚上我提起笔来开始写《青春万岁》初稿的最初几行字

的时候算起，已经是整整四十个年头了。

我为了我们的国家、社会、生活更加美好而写作。我为什么写作？它的答案与

为什么革命、为什么活着是一样的。

我爱生活，我叹息一切美好的瞬间的短促，只有文学才能使美好的瞬间与永恒

连接起来。

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记忆形式。文学就是怀念，文学就是复苏，文学就是青春，

文学就是人生的滋味，文学就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文学就是生命所剩余的一切。

至少我有理由指望，我的作品会比我自己更长久。我已经不在的时候，也许有

一个青年会为我的某一篇散文而微笑，也许有一个少女会为我的某一篇诗歌而动容，

也许有一位长者会为我的某一篇小说而煎熬。单是这样想一想已经够让人激动的了。

至少我有理由希望，我的作品会比我自己走更远的路。我的作品会走进我还没有

机会走进的房子，我的作品会说我还不会说的话，我的作品会有比我自己更宽阔的胸

怀和臂膀，拥抱我们的这个星球，拥抱我们的这个世界，拥抱那个叫作人的同类。

至少我有理由希望，在写作的时候我能够比我自己还要好一点，聪明一点，丰

富一点，有时候更执着一点，也有时候更豁达一点。因为我是太平凡了，我是有太

多缺点以至于缺陷了。我不满意于自己，我已经没有办法再重新投胎一次、生活一

次。我只能在写作里得到一些校正与补偿。

我喜欢语言，也喜欢文字，在语言和文字中间，我如鱼得水。语言和文字是我

的比人民币和美金更重要的财富，我要积累它们，更要使用、经营—有时候是挥

霍、浪费它们。

我喜欢你也喜欢他，只有在写作当中，我们才得以相识、相交，成为朋友。而

如果没有朋友，我们是多么孤独呀！

我喜欢写作还因为我并不是总是快乐的。谁能回避那些沉重的不愉快的甚至于可

怕的事情呢？然而当这一切经验都变成文学的契机的时候，人生就比较能够忍受了。

文学使往日重新鲜活，文学使黯淡变成趣味—至少是自嘲，文学使痛苦焕发

辉煌，文学使灰烬蓬勃温热。文学使有所作为者尽情发挥，文学是仁人志士的战场、

十字架至少是试验场。文学又是智者、弱者、无所作为者、孤独者、清谈者、自大

狂、自恋狂、胆小者、规避与逃遁者的一个“自欺欺人”的游戏—避难所。

学习目标

能力目标 　�能理解写作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写出文从字顺、格调高雅的文章。

知识目标 　�了解基础写作学科体系，掌握写作系统的规律，明确写作的基本概念、

内容及学习方法。

素养目标 　�融入社会，提升审美情趣；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

第一节　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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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有为更是无为。文学是有为的无为，无为的有为。

文学是一种快乐。文学是一种疾病。文学是一种手段。文学是一种交际。文学

是一段浪漫。文学是一种冒险。文学是一种休息。文学是上帝。文学是奴婢。文学

是天使。文学是娼妓。文学是鲜艳的花朵。文学是一剂不治病的药。文学是一锅稀

粥。文学什么都是也什么都不是。

最后，我写作，还因为我是王蒙。我只能是王蒙，我希望我是王蒙，所以我只

能写作。所以我还要一页一页、一篇一篇、一本一本地再写下去。我愿意放弃这和

放弃那，但是我不能放弃写作。请原谅了，再一次地请求原谅了。

（王蒙 . 王蒙文集 [M].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3：自序 . 有改动。）

【点评】

文学是有为更是无为。我们学会写作，是为了看清目标、有所成就。而在奋斗

的过程中，又可以认识自身，使心灵得到挑战和历练。懂得写作的人，热爱写作的

人，必将在一次次的有为中学会旷达，学会执着，学会珍惜，学会经营自己的人生，

最终达到精神上的超脱。

知识精华

一、写作的含义

《现代汉语词典》对“写作”的解释是：写文章（有时专指文学创作）。一些写作

研究者、作家对“写作”做出了种种解释，说它是“能力”“行为过程”“工具”，甚

至有人说它是“难解之谜”“魔物”等，其中，说它是一种“行为过程”是比较流行的

观点。

“写作”字面意思，不过是“记写”“制作”。《韩非子·十过》中所述“子为我听

而写之”的“写”就是“用笔记录”的意思；《论语·述而》中的“述而不作”和《诗

经·小雅·何人斯》中提到的“作此好歌”的“作”都是“用心制作，创作”的意思。

这两个字连起来，可以理解为“用笔记录心中构想的成果”。其中包含着“记录”“构

想”“成果”这三层意思。所谓“记录”，必然要用到语言符号；所谓“构想”，必然要运

用大脑机制；所谓“成果”，必须体现为一定形态，而这个形态，我们习惯上称为文章或

作品。

人们写作的目的是表情达意。人要表情达意，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或口头表达，或

以身段、动作表示。掌握了语言文字工具的作者可以借助文字表达自己的意思，抒发自

己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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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论中将诗的功能概括为“言志”和“缘情”两个方面，这也是一种表情

达意。西方文论中提出的写作是一种“宣泄”的观点和我国古代提出的关于“发愤之作”

的论述，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出写作有发泄的作用，即作者郁结的情绪需要通过写作来

“宣泄”。司马迁说：“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报任安

书》）“宣泄”说，有一定的道理：作者心中有郁结之情、不解之意，平时没有表达的机

会，愈积愈烈，造成心理上的大幅度倾斜，物化为文章时，就会一吐为快，减轻环境压

力给心理造成的负荷，以取得心理上的平衡。

威廉·W·韦斯特认为，写是为了有效地交流。他阐述说：“学好写作的一个理由

是传播思想，尤其是对于那些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距离很远的人们。如果你善于写作，那

么，你就可以使一个千里以外的人—或者是还没有出生的人—了解你的想法，你的

感受。”a 确实如此，写作是一种思想交流、信息交流的社会活动，是人类有了文字以后

用书面语言表达的，横向的、纵向的交流，是人与人交际的一种手段。

从横向来看，创作文章可以使相距遥远的人们交流情况，互通音信。“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这是一种空间范围内的交流；从纵向来看，写作可以使人们的思想交流被

书面语言物质化后，成为一种社会存在而传之千古，让古今有所沟通，这也是一种交流，

是在时间范围内具有历史感的交流。

从以上描述来看，作者为表情达意而写作，同时也让人们了解自己的思想和感情，

达到交流的目的。既为交流，不仅希望人们了解自己的感情，同时也希望以自己的思想

感情去影响别人，感染别人，或以理服人，或以情感人，写作的交流活动总是双向的。

综上所述，写作就是一种运用语言文字反映客观事物、表情达意的社会实践活动。

二、写作的发展概况

（一）历史的辉煌

写作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因为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

文字的出现，结束了“结绳记事”的原始方式，人类进入了用文字表述自己在生产斗争

和社会斗争中的所见所闻及所感的阶段。用甲骨文写卜辞，就是中国最早的“写作”，而

那些成千上万的占卜记录，就是中国最早的作品。古代经典中一些有关写作现象、写作

规律的论说，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写作学”的滥觞。其中一些命题，或被誉为写诗的

“开山纲领”，如《尚书》中的“诗言志”说；或被视为作文的不朽法则，如《孟子》中

的“以意逆志”、《墨子》中的“言有三表”。这些论述很精辟，强调了写作和社会的关系。

“妙造自然”“文以明道”等闪烁着智慧光辉的只言片语，如涓涓细流汇成了我国古

代写作学的历史源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汉王充的《论衡》，它虽不是一部写作的理论

专著，但其中的《自纪篇》《超奇篇》《艺增篇》《对作篇》《佚文篇》等，都提出了关于

① ［美］威廉·W·韦斯特 . 提高写作技能［M］. 章熊，章学淳，译 .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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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新见解，而且系统、有条理，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曹丕的《典论·论文》首立专论，指出文章的价值和作用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

盛事”。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写作理论发展历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其标志是出现了第一

篇写作专题论文—陆机的《文赋》，以及第一部写作理论专著—刘勰的《文心雕龙》。

《文赋》揭示了写作过程中“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矛盾，以构思为核心，阐述了

写作中的种种关键要素和弊端。

《文心雕龙》则全面地总结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写作经验，构筑了写作理论

的宏大体系，概括出写作的若干规律和方法技巧，至今仍是学习写作理论的必读之书。

它开我国写作研究之新纪元，后来相继出现了钟嵘的《诗品》，王昌龄的《诗格》，皮日

休的《皮子文薮》，李清照的《词论》，谢枋得的《文章轨范》，倪士毅的《作义要诀》，

宋濂的《文原》，屠隆的《文论》，唐彪的《读书作文谱》，一直到鲁迅的《摩罗诗力说》，

林琴南的《春觉斋论文》，章太炎的《国故论衡》，梁启超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王

国维的《人间词话》，朱光潜的《诗论》，夏丏尊、叶圣陶的《文心》，陈望道的《作文法

讲义》。1942 年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从文风角度对写作理论做了精辟的阐述，可以

视为重要文献。

（二）20 世纪 80 年代前的写作教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高等学校开设“大一国文”课。这是一门综合性的语文基

础知识课，抓阅读、鉴赏，也抓写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称“大一语文”，不久

取消了。原来课程中的阅读部分由各类文选课承担，而写作训练却没有课程可以代替，

因此，从 1949 年到 1966 年这 17 年，是写作课从孕育到独立并逐渐成熟，成为一门重要

的基础课的过程。

从 1949 年到 1958 年是写作课的孕育阶段。这一时期，各高校意识到有必要提高学

生的写作能力，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由于没有统一的规定，各高校采取的方法也各不

相同。

一种是不上课，但要求学生定期写作文，指定一名教师收集批改，过期不交，以未

完成作业论。

一种是开设一学期每周两课时的写作课，讲一点夏丏尊、叶圣陶的《文心》以及夏

丏尊《文章作法》中的部分内容，没有严密的教学计划，学生只是按要求交几篇作文，

并不重视这门课。

一种是附属于语言、文学课。如北京大学《现代汉语》的最后一章讲篇章，实际上

是讲写作。更多的学校开设文学写作课程，就是在中文专业二年级或三年级开设小说、

戏剧创作之类的课程，但在此之前并没开设基础写作课程。

这一时期，写作课虽处于萌芽状态，但教师们辛勤探索，在指导学生方面取得了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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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成果，同时出现了一些较好的写作教材，这一切都为后来独立开设写作课奠定了基

础，创造了条件。

从 1958 年到 1966 年这段时期，写作课在高校成为一门独立的基础课，并逐渐得

到了巩固和发展。从 1958 年开始，各高校相继成立了“作品选读与写作实习”教研室，

开设了“作品选读与写作实习”这门课，简称“文选与写作”课。直到现在，不少高

校仍有这样的课程。由于文章选读是为写作实习服务的，因此，人们也就把它归入写

作课。

这一时期所讲授的写作理论，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苏联文学理论的“移入”开始，

由主题、材料、结构、语言、表达方法、文风、修改、文体八大块组成的写作知识体系。

这个体系本身有它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但也有平面化、静态化和“就文论文”的缺点。

我国古代文学理论讲写作，总是用“立意”“谋篇”“炼字”等动态的说法，而这“八大块”

则静态化、平面化了，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仅限于研究成文，把现成的文章拆开逐个研究，

而不注重对成文的内在因素—作者本身、作者构思创造等的研究。70 年代末，讲写作

只强调“生活事件”和“写作技巧”在写作中所占的地位，认为这两者才是创作的关键，

而忽视了主体—作者在创作中的地位。而且这一时期所选的“范文”，往往不考虑其在

写作艺术上是否经得起推敲；分析文章，只讲政治内容，很少讲技法、技巧。这是时代

的局限。

（三）新时期的写作教学

1980 年 12 月，中国写作学会（原名中国写作研究会）在武汉成立。这是写作教学

和科学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在学会成立之前，写作界进行了许多准备活动，

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开了一系列的学术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大家围绕学科建设的一

系列问题，展开了辩论，否定了取消写作课的观点，共同的结论是：在高等学校里，写

作可以作为一门基础课，且正在发展中，我们可以通过改革，使之更为完善，并将开设

适合于各专业的“应用写作”课程。这些活动和结论把写作教学和科学研究推向了新高

潮。这些活动也促进了学会的成立。学会成立后，团结全国同行，积极开展各方面的活

动。1984 年，写作界部分同志提出了“走现代化、科学化之路”的口号。邓颖超同志于

1984 年为《写作》杂志题词：“振兴写作学科，为四化建设服务。”题词为写作学科建设

指明了方向。到了 1986 年，写作界又进一步提出“走现代化科学宏观综合之路”的口

号，并且出现了许多理论专著。

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我们对写作学的系统研究只是刚刚起步，所以说它既

古老又年轻。我们的写作基础理论还是落后的，这首先表现在课堂教学效果上，通行的

写作基础知识对教师来说，缺乏“可讲性”，写作基础知识的缺陷一到课堂上就特别尖锐

地暴露出来了：无效信息多，有效信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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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写作的特点

写作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劳动，它不仅不同于物质生产的劳动，也不同于一般从事精

神生产的劳动。一般劳动可以批量生产，可以模式化后进行大批量复制，而写作只能产

出具有新意或新形态的文章，故称创作，它有着许多自身固有的、有别于其他劳动的

特性。

（一）个体性

写作活动受主体的认识、意志、情感支配，这就使这种活动成为直接体现主体的个

性的对象；成为一种“为我的存在”，体现出“我的本质的属性和特点”，写作就是这种

体现个体性的精神劳动。

首先，写作是作者对客观事物进行个人心理体验的活动。尽管作者“悲落叶于劲秋，

喜柔条于芳春”，但每个作者体验到的悲喜的内涵和强弱程度都是不同的。即使是同样的

写作对象，由于每个人的体验不同，引起的创作冲动也多种多样。还有可能尽管有体验，

却并没有引起写作的欲望。

其次，写作活动又是个人进行思维活动和头脑加工的过程。每个作家对客观事物的

认识和用文字表达的过程，都离不开个人头脑加工，并且是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进行思

维活动。作者感知外界事物时，总是用自己的独特视角去观察并以独具灵性的心去感受，

这种感知因人而异，产生了有个性差异的反映，因此作家的反映都是主体的个性反映。

由此可见，外部的一些影响，包括社会、他人给予的影响，都必须通过个体化的

主体“我”加以消化，然后才得以实现。也更进一步说明，运用个体化劳动方式生产

的精神产品—文章，由于作者独特的感受、独特的发现、独特的表达方法，必然会

带上个体化的独特“印记”，如杜甫的沉郁、李白的洒脱、苏轼的豁达、柳永的缠绵、

鲁迅的冷峻、茅盾的畅达等。他们的作品不至于被读者混淆，因为这些作品都带有独

特的个性。

（二）实践性

写作活动是作者创作文章的实践活动。毛泽东曾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

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a 而写作是一种特殊的精神

生产活动，因而也是一种实践活动。

古人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虽然文章的产生有种种复杂的因素，但从唯

物主义观点来看，文章是作者实践的产物。它包括两方面含义：作者要通过生活实践产

生对客观的认识，作者的认识再物化为书面语言构成的“第二自然物”—文章，也离

不开作者的实践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写作是“写”出来的，并非天然之物。没有

“写”的实践，作者尽管有美好的写作意图、构想、欲望，但不把它加以“物化”，没有

① 毛泽东 .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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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它成为独立于宇宙的有物质形态的“自然物”，那么这个“蠕躁在母腹中”的“婴儿”，

就不能降临到这个世界。

写作不是盲目的无意识行为，而是需要一定写作知识，依据一定写作规律的自觉活

动。写作知识产生于写作实践活动，但又超脱出来，作为未来写作的指导，写作知识必

须通过实践活动才能转化为写作技能。写作的关键就在于从“道理”到“能力”的转化，

懂“道理”虽不难，但不能立见成效。

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而学习写作，只能是“师傅指指门，修行在

个人”，强调实践在创作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写作是一项多次性的实践活动，只有

通过反复写、反复练，才能达到“熟”，才能产生“巧”。

写作能力从来都不单是“听”或“看”出来的，而主要是“写”出来的。任何教师、

作家，都不能直接传授能力，“创作无世袭”，道理也正是如此。教师只能传授一点知识

（如方法、途径等），由学生把它转化为能力。

（三）综合性

一篇文章虽看起来不长，但它是作者思想、生活、知识、文学技巧等多方面的综

合性反映。从写作过程看，在积累材料阶段，涉及观察能力、采集能力；构思作品阶

段，涉及感受能力、想象能力、理解能力；表达阶段，涉及结构能力、表达能力等。

从学科上讲，写作旁及哲学、美学、思维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学、逻辑学、科

学等。

综合性还表现在与其他课程如现代汉语等课程的交叉。写作活动的产品中，有一些

是文学作品，研究这些作品的写作，就会与文学概论课程，乃至古代文学、现代文学、

外国文学等课程交叉。学习写作时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其与其他课程的学习联系起

来，要把学习其他课程也作为提高自己写作能力的一个环节。

所以说，文章水平往往集中反映了作者思想、生活、知识和能力的状况。写作是集

才、学、胆、识于一身的集大成者。

（四）创造性

写作活动是一项创造性的精神活动。每件劳动产品—文章，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

了创造性的特点。

 从读者对文章的审美要求来看，文章的创造性是其审美价值的重要判断标准。那

么，创造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作者对写作的材料的选择和截取的方式显示出主体创造性的才能。生活是丰富而又

芜杂的，本质与现象、金玉与泥沙往往混杂在一起。有创造才能的作者善于用自己的眼

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发现美。

对材料的创造性评价，也同样能反映作者的创造性。作者对表达方式的选择，对表

现方式的营构，以及对语言的运用，都渗透着创造的独特。应注意两点：一是作品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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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象是独特的，互不重复的；二是作家笔下的形象，不会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有所重复。

假如作者笔下每篇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同一个模式，人们会感到乏味。若没有变化，一味

地重复自己，久而久之会影响自己的艺术生命，只有不断求新，才会具有强大的艺术生

命力。

四、作者的修养

（一）思想修养

文章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因此，要写出好文章，作者就要努力提高自身

的思想修养，使这种认识正确、深刻，从而让文章内容具有科学性和思想的深度。

文章是一种审美对象，其形式和内容应当具有美感，为此，作者应该有高度的思想

修养、美学修养，善于在生活中捕捉到美的对象，感受到美的意境，激发起美的情感，

从而写出具有审美价值的文章。

文章的好坏，不仅取决于它的形式，而且取决于内容，取决于它所包含的思想和感

情因素，即文章的主题思想。而文章主题思想的正确或谬误，直接由作者的思想决定。

一个作者具备了这个时代最先进的思想，就如同站在这个时代的峰巅观察世界，眼界开

阔，而不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这样，作者就能对问题看得准、看得透，写出来的文

章更有教育意义、审美意义。

也许会有人说，不管用什么样的思想指导写作，只要如实地反映生活、反映自己

的感情，就可以写好文章。其实，这是极不现实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作者是纯客观地

在观察生活、感受生活、描写生活的。作为社会人，作者一定是属于一个阶级的人，

一个具体的人。他观察、感受、分析生活的过程不自觉地受到他的世界观、人生观的

约束和影响。当他认为他在纯客观地反映生活时，其实他的大脑已经做出了选择。生

活素材经过作者的选择、提炼、剪裁、组织加工，经过一个复杂的过程，才能成为

文章。

（二）生活积累

文章属于观念形态范畴，它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文章的源泉

是生活，作者只有深入生活，受到感触和启发，产生写作的冲动和欲望，才能写出文章。

作者只有深入生活，才能掌握材料，但仅仅深入生活还不够，还要不断丰富自己的生活，

充实生活经验，不断积累写作材料。作者必须写他经历过的东西、感受过的东西、思考

过的东西，才能注入感情，写好文章。

生活的积累可以不断丰富和加深作者的感受能力。一篇好文章，内容和意境有独立

的创造，给人的印象比较清晰，那是因为它表达出了作者在生活方面或知识方面深厚的

基础与丰富的积累。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东西给人以启迪，多一次体会，就多一点感受。

生活的启示是相通的，这一件事触动你，你的感受也许并不深刻，但是当性质相似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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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一次又一次地刺激你时，你就会产生一种深刻的感受，这种感受有时甚至是独到的、

新颖的。所以有人认为，对于作者来说，感受能力比观察能力更重要。没有感受生活的

能力，没有感知、联想及想象的能力，就不会写出好文章。

丰富的生活积累可以使作者更深刻地体会、研究、分析一切人和一切事，使他能够

清楚地知道生活的真谛，抓住事物的本质。

丰富的生活可以陶冶作者的情操，培养作者的气质。文章的格调和作者的秉性、才

气、学识、阅历息息相关，这些因素决定了作者的风格。一切伟大的文学家都是千方百

计地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来锻炼自己。例如，司马迁自 20 岁左右开始游历各地，扩大了

眼界，开阔了胸襟，丰富了历史知识和生活经历，通过接触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

他体会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这些活动不仅使他得到了大量的新奇而又现实的材

料，更重要的是铸就了他成就伟大事业的胸怀和信念，为以后坚持人物陈述，隐忍以完

成宏愿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生活按照自己的规律不断向前发展，人们只有深入生活，观察它、了解它，才能发

现其规律，掌握其规律，然后反映其规律，利用其规律。理论家深入生活寻找理论的依

据，艺术家深入生活寻找灵感……作者只有熟悉生活，了解生活，才能表现生活。

生活又是激发写作的原动力。丰富多彩的生活中充满着激动人心的人和事，作者只

有投身其中，才能被触动，从而牵动灵感，写出好文章；若脱离了生活，作者的思想就

会僵化，灵感就会消失，感情随之淡薄，写作的冲动就不复存在了。

（三）知识修养

英国哲学家培根有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具备丰富的知识是做好工作的重要保

证，也是从事写作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有了广博的知识，写起文章自然思路开阔，内

容丰富，挥洒自如，特别是写论文时，则有理有据，雄辩而有说服力。

丰富的知识有助于作者对所写生活进行补充。生活本身并不完整、集中，只有生活

素材被写进文章，由作者对它进行补充、综合、生发，才能体现其完整性。知识的积累

有助于作者对生活集中概括，促使其完整、丰厚，作者写作时尽管描写的是一个点，但

是必须唤起自身全部知识和经验来支持这个点。

有人认为，写文章要靠灵感，没有灵感便写不好文章。灵感是从哪里来的呢？杜甫

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从这里可以看出，灵感是长期积累、偶然得之的。

《红楼梦》第五回有一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意思是：客观

世界的诸般事物都能洞察就是学问，现实生活中的人情世故都能熟悉、通达就能“化”

为文章。所以我们仍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丰富的经历、广博的见闻来淬炼自

己的作品。

（四）技巧修养

有了好的材料和主题，还要熟练掌握写作技巧。文章没有文采和艺术性，无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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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多么先进，也没有人愿意看，所以古人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有了文采，文

章才会有感染力，有美的魅力。写作技巧包括主体的提炼，材料的选择，结构的精密设

计以及叙述、描写、抒情、议论、说明等表达方式的合理运用，还要掌握各种文体知识，

并按其特征进行表达，等等。

常用的提高写作技巧修养的途径有以下三条：

（1）从理论上理解写作规律。

（2）广泛阅读，注意学习新的表现方法。

（3）持之以恒地练笔，并经常修改自己的文章，在实践中锻炼写作技巧。

以上三个方面的修养是终身的事，只有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实践，才能不断提

高写作能力。

鲁迅论写作的起源
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

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

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

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

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

（鲁迅 . 鲁迅全集：第 6 卷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94.）

拓展延伸

能力训练

活动：讨论语言符号与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

课后自测

1. 介绍一下自己，不少于 100 字。

2. 将你来学校后的感受或最想说的话写成一段文字。

学习目标

能力目标 　�能以周围的环境为背景透视观察对象，能把握观察对象的特点。

知识目标 　�了解观察在写作中的作用，认识并理解有关的概念，掌握观察的方法

和要求。

素养目标 　�融入社会，提升审美情趣；养成系统、全面、细致观察的好习惯。

精品导读

长江三日（节选）
刘白羽

十一月十八日

在信中，我这样叙说：“这一天，我像在一支雄伟而瑰丽的交响乐中飞翔。我在

海洋上远航过，我在天空上飞行过，但在我们的母亲河流长江上，第一次，为这样

一种大自然的威力所吸慑了。”

朦胧中听见广播到奉节。停泊时天已微明。起来看了一下，峰峦刚刚从黑夜中

显露出一片灰蒙蒙的轮廓。起碇续行，我到休息室里来，只见前边两面悬崖绝壁，

中间一条狭狭的江面，已进入瞿塘峡了。江随壁转，前面天空上露出一片金色阳光，

像横着一条金带，其余天空各处还是云海茫茫。瞿塘峡口上，为三峡最险处，杜甫

《夔州歌》云：“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百牢关。”古时歌谣说：“滟滪大如马，

瞿塘不可下；滟滪大如猴，瞿塘不可游；滟滪大如龟，瞿塘不可回；滟滪大如象，

瞿塘不可上。”这滟滪堆指的是一堆黑色巨礁。它对准峡口。万水奔腾一冲进峡口，

便直奔巨礁而来。你可想象得到那真是雷霆万钧，船如离弦之箭，稍差分厘，便撞

得个粉碎。现在，这巨礁，早已炸掉。不过，瞿塘峡中，激流澎湃，涛如雷鸣，江

面形成无数漩涡，船从漩涡中冲过，只听得一片哗啦啦的水声。过了八公里的瞿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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