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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新课程改革浪潮的一步步推进，我国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也是关系全

社会的一件大事。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实行）》中强调，为提高民族素

质，增强综合国力，必须全面推进基础教育课程的改革。对中

小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热潮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并日益加快

步伐。根据课程的资源和学生的需求，为了增加中小学生的

课外阅读面，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全面素质的发展，我们组

织了相关专家，编写了此套丛书。

丛书内容丰富、实用，深入浅出。选材时基本上是以知识

性为标准的，但也兼顾到了可读性，可以说是知识性、可读性

都很强的青少年读物。



由于编著水平有限和选择资料的工作量太大以及时间的

关系，书中难免会出现一些疏漏、不当的地方，希望广大读者

朋友能够理解，也欢迎给予批评指正。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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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驭这支笔，参加“方程式”

———写作与习惯

写作习惯一旦形成 ，它便会情不自禁、不期而遇的方式持

续下去，犹如物理学上的惯性力量，对于人的行为起到一种推动

作用，从而缩短写作过程，强化写作效能。

近两年，我留意收集作家们的一些写作习惯。

大家一定都听说过美国作家海明威关于如何使文章写得短

的名言：“站着写。”其实，海明威自从坐飞机出事背部受伤后，就

一直站着写文章。

美国的马克·吐温和英国的史蒂文森，在写小说时，都要有

黄色的纸才写作。而法国的大仲马写小说时，一定要用淡蓝色

的稿纸；写诗歌时，一定要用黄色稿纸；写散文时，又一定要用玫

瑰红色的稿纸。写剧本的情形更特别，大仲马一定要躺在沙发

上，垫着一个柔软的枕头，将夹着稿纸的木板竖在胸前书写。大

仲马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他的写作怪癖应该理解为他是在有意

创造外界条件的不同刺激，以便使自己在不同的体裁创作中能

施展多方面的才华。大仲马是个特别多产的作家，在他改变写

作文体时，不可能有太多时间进行创作心理的准备，而只能用不

同颜色的纸来引发灵感。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写到入情入景时，会穿起他小说中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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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的衣服，对着镜子做起古怪的动作，以致有时候连老朋友都

不认识了。

法国作家福楼拜有一次写作时，像小孩似的坐在地上痛哭。

有位朋友觉得诧异，问他怎么了？他告诉这位朋友，他写的长篇

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的主人公包法利夫人要死了。

法国１７世纪古典主义剧作家拉辛习惯于边走边构思，有时

是着了魔似的来回踱步，口中念念有词。这情形和跳大神施巫

术有点相同，所以，拉辛有几次错被人当作跳神师，请他去捉鬼、

治病。又有一次，他酝酿新作《米特里达特》时，在一片池塘边来

回走了十几遍。一位正在修剪草坪的园艺工人以为他想自尽，

赶快放下手中的活，奔过去进行劝阻，闹出了一场笑话。

英国作家狄更斯写作时有一种“夜游”的习惯。每到夜晚，

他就来到街头，穿街走巷，然后来到一个下等公寓或酒吧，将所

见所闻记录下来。

作家在创作中一旦灵感闪现、挥笔疾书时，往往亢奋得不可

自抑，甚至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中，会做出一些常人不可思议的

举动。

鲁迅经常是在晚上写作。夜里很清静，思路不会打乱。写

作的时候他很注意姿势，坐得很直，眼睛和桌子保持一定的距

离，十年如一日，所以他没有弯腰驼背的现象。写作中，有时候

需要想想再写，人就停笔坐在桌旁的一张躺椅上，抽支烟静思一

番，然后再继续写下去。他抽烟很多，写作时右手拿笔，左手拿

烟，但常常是忘记抽它，多数是自己烧掉的。

老舍给自己定下写作的定额，每天必须写多少字，完不成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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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马虎。年轻时一天可写三四千字。晚年专写剧本，一天可写

２０００字。６４岁时写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一天仅１０００字，常常

为了一个字绞尽脑汁。他写完了这１０００字，还得为明天的那个

１０００字而思索。走路，吃饭，浇花，所有的活动，都在思考。他

的生活极有规律，简直像个钟表，这和他每天的写作很有关系。

他按时起床，按时吃饭，按时午睡，从不熬夜，每天上午是他神圣

的写作时间，这段时间从不欢迎朋友们登门。早在新婚之时，他

关照妻子：“请你早饭之前不要和我说话。你和我说话，我不回

答，绝不是和你怄气，我是心里叨咕我的小说呢，别闹误会。”

９０岁高龄的赵朴初仍保持着紧张而有规律的写作节奏。

他清晨五点起床，温习一遍自编的保健体操。一小时后读书、写

字、读佛经、抄佛经，或者读史书、读诗词、抄史书、抄诗书佳句。

然后吃好早饭准时上班。临睡前，赋诗一首，似成规矩。几十年

来，朴老写了几千首诗，若能全部收集出版，可谓洋洋大观。

武侠小说家金庸从５０年代中期开始从事武侠小说的创作，

到７０年代中期封笔退出“江湖”，总共创作约２０年。这个时期

正是他的《明报》步步腾飞的年代。繁杂的报社事务，足以把他

整个地陷入其中不得动弹，而他“金大侠”却能在办报之外，一手

写小说，一手写社评，近２０年如一日，每天下午写小说，晚上写

社评，而且他的小说和社评都堪称一流。

著有５０部长篇小说，２００部中篇小说，５００集电视剧，几十

部电影的台湾女作家玄小佛，专以写曲折迷离的爱情故事著称

于台湾。玄小佛的写字台上除了一叠空白稿纸和一支笔，什么

也没有。每天下午２点到６点，是玄小佛法定写作时间，一到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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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辰，灵感会从玄小佛的头脑里倾泻而出，而她只要“驾驶”这

支笔就行，那情形很像一辆方程式赛车在奔驰。

由此可见，不少作家在写作的时间、地点、姿势、方式等方面

都有自己独特的习惯和癖好。这些作家只有在这种他所习惯了

的环境和氛围中，才能轻松自如地进行写作，从而达到创作的最

佳心境。

各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写作习惯。当你热爱写作，并且不

间断地进行写作实践时，你不妨可以开始留意自己的写作习惯。

因为一种良好的写作习惯的形成，能够使你的写作进入一种良

好的惯性状态，能增强你的写作能力。

但是，我们不要机械地模仿作家们的写作习惯。我们要培

养良好的写作习惯，比如，注重搜寻积累材料；立定格局，一气呵

成；敢破常规，创新求异；书写行文，一丝不苟；认真修改，精益求

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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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就是胜利

———写作与毅力

人人都说，写作是一项艰苦的劳动。

的确，写作是一项艰苦的劳动。

然而，坚持就是胜利。

写过《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地球》和《地心游记》等科

学幻想小说的法国著名作家凡尔纳，被人尊称为“科学幻想之

父”。可是他的第一部著作《气球上的五星期》，却曾经接连被

１５家出版商退回稿子，他们认为这部著作没有出版的价值。然

而，凡尔纳没有气馁。结果，第１６家出版商接受了这部作品。

《气球上的五星期》成为一部最畅销的书，并被译成许多国家的

文字。１８６２年在他３４岁时，他成功了。成了世界闻名的大

作家。

以“字斟句酌、精雕细刻、慢工出细活”出名的法国作家福楼

拜，一生中有２０年是日以继夜地在书房里写作，但平均５年才

完成一本书。有时候，他一星期才写２页。有一次，４个月只写

了一幕剧，他还认为是破例的速度。

中国晋朝太康年间，有一位名叫左思的文人，决定以三国时

期的３个都城为题材，创作一篇文章《三都赋》。左思写这篇文

章可谓是废寝忘食，经过了整整１０年呕心沥血的写作，终于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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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这篇惊世佳作。为了争阅此作，一度京城洛阳纸贵。

……

作家们这样奋力刻苦、坚持写作的例子，比比皆是。

在写作上，常有“十年磨一剑”的说法。

坚持吧，坚持就是胜利。

没有刻苦、坚毅的精神，难以在写作上获得成功。

害怕了吗？碰到了一些失败就气馁了吗？

如果是这样，那么，还是趁早转移吧。

然而，无论在哪个领域，要想真正取得成功，没有刻苦、坚毅

的精神，都是不行的。

在写作上坚持耕作，不偷懒，不松劲，这是写作的技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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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艺术感受力与写作

曾经有一位老编辑意味深长地说过，他认为有两种人不可

能成为作家，一种是生活很贫乏的人；另一种是对生活缺乏艺术

感受能力的人。

写作，需要热爱生活，仔细地观察生活，从生活中收集写作，

这些，你一定都知道了。但是，如果你对生活缺乏某种艺术感受

能力的话，那么当你面对生活中很多看上去并不生动、并不轰轰

烈烈的事情，就会缺乏美的发现，使本来可以深入挖掘下去的好

题材失之交臂。即使对于一些生动的有意义的人和事，你也可

能会由于缺乏那种艺术感觉带来的创作冲动，使整个构思和写

作的过程，变得平平淡淡的，那自然不会写出特别好的作品来。

作者对生活的艺术感受力的强弱，除了外部刺激的程度外，

还取决于作者内心感情的丰富程度。作者的感受力对积累写作

素材、引发写作动机、深化构思内容等起着重大作用，并直接影

响艺术概括力和艺术表现力。

对生活的艺术感受能力，对于一个希望自己能写出好作品

的写作爱好者（或是一个想当作家的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

心理能力。它直接影响对生活感受的效率与程度。一个作者对

事物的理解力强，他的感受力也就深厚。培养对生活的艺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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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力，对于一个热爱写作的人来说，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课题。

如何培养你对生活的艺术感受力呢？

要注意训练你的感觉器官的敏锐性，丰富自己的感情，不断

增添自己情感的强度和层次，增强心灵对生活的感应能力，而且

要在感受的独特性对感受的深度、广度、灵敏度上有不懈的

追求。

当然，你不但应该爱好文学，也应该懂得、了解并且能爱好

其他的艺术门类，如书法、美术、摄影、雕塑、音乐、舞蹈，等等。

因为文学和其他的艺术门类都是相通的。你可以通过对其他艺

术门类的了解与感受，来触发、丰富自己的艺术感受能力。

多读些随笔类的文章，细细地去体味作者对生活的感受力。

自己也及时写些随笔类的文章，把自己对生活细微的感受都记

录下来。再用自己的艺术感受力，去好好观察生活，在生活中搜

寻细微的感触，搜寻美。

罗丹有句名言：“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

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对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情形，你能不能都

用艺术的目光去观察、审视一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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