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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高　天

从２００４年到２０１４年，“燕赵讲坛”历经十年征程，陪伴省会市

民十个春秋。作为 “燕赵讲坛”壮美诗篇中的精彩一章，本年度文

集是承上启下之作，既是辉煌过去的里程碑，又是开启未来的新起

点。

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孙瑞彬在 “燕赵讲坛”创办十

周年之际做出批示，希望讲坛贴近时代、贴近百姓，举办更多更精

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讲座。专家教授祝福 “燕赵讲坛”越办越好，

坛坛美酒更醉人、更引人、更醒人。广大听众赞誉 “燕赵讲坛”是

自己的精神家园、智慧超市、减压大本营。 “燕赵讲坛”作为传播

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引领着城市风尚，改变着城市风貌，塑造着

城市精神，提升了城市形象。

主办方石家庄市委宣传部、石家庄市社科联、河北移动石家庄

分公司继续通力协作，坚持唱响主旋律、凝聚精气神，传播新知

识、弘扬正能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文化的清泉流淌到

省会的每个角落，滋润着人们的心田。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９日，“燕赵讲

坛”十周年座谈会顺利举行，主讲嘉宾代表、听众代表和举办单位

代表齐聚一堂，回顾 “燕赵讲坛”十年风雨历程，畅谈 “燕赵讲

坛”取得的辉煌成就，对 “燕赵讲坛”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为继续

办好 “燕赵讲坛”献计献策。

这一年，名家登坛，硕果累累，内容涵盖教育、健康、文史、

艺术、科技、军事、国际、天文、地理、社会等各方面知识。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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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众多专家学者登坛讲课：“燕赵讲坛”首讲嘉宾、“法官妈妈”尚

秀云在创办十周年之际来了，引领市民开辟孩子幸福之路；故宫博

物院院长单霁翔来了，与市民分享壮美紫禁城的前世今生；清华大

学幸福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赵昱鲲来了，向市民阐述石家庄的幸福

城市密码；《百家讲坛》主讲人钱斌来了，为市民揭示了石家庄的

１２个世界之最。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运清、 《中国国家地理》

杂志社执行总编单之蔷、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焦维

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国防大学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

主任郭凤海……这些在各自领域的翘楚都来了，还有省内知名专家

刘绍本、赵新月、冯学工、赵忠祥、曾智安、田庆宝等都登坛讲

座，他们以各自的所学专长以及敏锐的洞察力和恢宏的气度，宏观

俯瞰历史和中国，或追寻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或阐述中国梦的精

髓，或探讨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微观扫描本地和个人，或分析西柏

坡的看点，或介绍幼儿常见病的养护，或关注情绪管理与心脑健

康。通过 “燕赵讲坛”这一堂堂讲座，广大参与市民在反省与沉

思、接受与探寻中成长，心灵得到洗涤，心智得到升华。

为了让更多不能到场的市民感受期期讲座的精彩，我们一如既

往，把每期讲座内容进行记录，并从中选取了２８篇稿件，提炼推

敲，编录成册，方便更多的人参阅。所选内容，未必尽善尽美，期

待读者提出意见，以臻不断完善。在下一个十年，我们要继续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适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常

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办好 “燕赵讲坛”，让

市民广泛享有公共文化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建

设幸福石家庄做出新贡献！

·２· 燕赵讲坛文粹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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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要怎样才好
———从一篇文章的启示谈提高写作的途径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刘绍本

（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２日）

今年初，一篇文章引起燕赵儿女及全国读者的关注，这就是习

近平的 《忆大山》。１月２日， 《河北日报》刊发长篇通讯 《习近平

同志在正定》，有读者迅即将文中提到的这篇文章放到网上，引发

众多网民转载、点赞。原来，习近平所写的 《忆大山》曾刊于河北

省文联主办的 《当代人》１９９８年第７期。这篇忆写人物的文章，不

仅深情地记述了作者与贾大山从１９８２年早春到１９８５年５月期间的

交往及建立起的深厚情谊，而且更挚诚地描绘了两人分手后至１９９７
年２月贾大山离世前彼此的关切。文章不仅表述了对贾大山写作风

格的赞许，“常常被他那诙谐幽默的语言、富有哲理的辨析、真实

优美的描述和精巧独特的构思所折服”，而且文章自身所体现出的

真诚质朴的文风品格，也为我们提高写作能力水平提供了许多有益

的启示。

读好文章，受大教益。我们不妨在此为急于提高写作的朋友们

画一幅艺术境界不断增进的心灵地图。这地图起码包括：对健康文

风的不懈追求；对写作本质属性的明确把握；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发

现；对阅读世界的借鉴吸收；对动笔实践的坚韧不拔；对灵感火花

的随时捕捉；对语言表达的铺开收束；对切磋交流的坦诚相守……

以上诸端，都是提高写作至关重要的方面与环节，有的甚至称为
“命门”。

·１·写作要怎样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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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注意养成和培植良好的写作风习，树立良好的文风

一个文章作者，不论是刚刚起步的写作爱好者，还是颇有成果

的写作 “里手”，都不要用笔去宣扬什么大话、空话，而要勇于拒

绝套话、假话，在当今反对 “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歪风中， “有

实事求是之心，无哗众取宠之意”，做个身体力行的践行者。文风

正是一个人的作风在写作上的表现，也是整个社会风气在文章上的

标志。每个有责任感的社会成员，都应该增强文化自觉，为树立健

康良好的文风献策出力。

写作，从积材、构思、落笔到完篇，是作者个体要历经的过

程；但其创作的文章成果，却是要投入社会，与大家共享的。初始

进入写作，确有不同的缘由与途径：有的出于任务在身，必须交

卷；有的出于兴趣爱好，觉得好玩；还有的出于追逐名利，视为
“终南捷径”。而真想在这个领域有所建树和发展，与读者建起信任

感，就会发现光凭一时情感的冲动是难以为继的。因此，必须明确

文章的价值取向。说起传统的文章观，顾炎武早年便提出： “为文

应力求有益于天下。”多少年来，都要求言说者 “为天地立心，为

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因而文章要体现出言

说者的 “理性的力量”“民意的声音”和 “公民的意识”。

健康的文风必须坚持写作的人民性特征。从根本上说，就是要

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每次动笔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既然要树立人民为中心

的整体导向，那么写文章就要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

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多反映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

和火热生活，多宣传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

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

至于健康文风的表现，有人结合中央电视台评论员兼记者白岩

松的评述风格，开掘出有关新文风的几个关键词语，用来阐释其核

心概念，可供思考。一是平视，讲的是作者与读者观众的关系，应

是平等相待，一视同仁的。作者写文章，对人对事，都应该是民主

·２· 燕赵讲坛文粹 （２０１４）



化的社会关系的代言人。这里包括对于高高在上的大人物不谄媚，

对于普普通通的百姓，能注意开掘其美质。习近平写 《忆大山》

时，已由正定县委书记岗位调至福建省委副书记，但对老朋友贾大

山却表现得一往情深，不见什么 “端起架子”。二是语态，它表明

作者与素材之间的关系，彰显出怎样的语言气度关系极大。不能拒

人于千里之外，通篇用语不能是 “耳提面命”式的，更不能采取
“拿人开涮”式的。三是严肃，表示出一种庄重的基本格调。刻板、

空洞、套话，正是文风不严肃的表现，是对文本浩然正气的亵渎。

四是脱敏，写文章还应尊重写作的规律， “脱去”一些 “过敏源”，

解决好文章与观念之间的关系。不必急于 “直奔主题”，还要让人

读了不仅 “有所知晓”，而且更 “有所心动”。

二、要对写作的本质属性有所认识和把握

要认识和把握写作的本质属性必须要有明确的写作态度：心存

敬畏。这不是吓唬人，也不与提倡青少年写 “放胆文”相矛盾。对

待写作，常怀敬畏之心其实就是一种负责的态度，视之如生命之事

的严肃、严谨是其底线。以人文精神做不朽之事者，远近历史上的

成功写作者和写作大家留下众多的佳话，为后世所景仰。既然这些

文化记述要留之后世，是传承精神薪火的事业，那么就该下笔如有

神，下笔要慎重。随意而为，游戏成分，是一种轻漫和不恭，对于

当世和后学影响都是不好的。至于那些文化垃圾、 “娱乐至死”的

呕吐物，更是令人所不屑。

那么写作的本质属性是什么？首先，它是作者的激情倾诉和沉

静表达，是将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与别人交流乃至跟整个世界对

话。能够通过书写表情达意，传递心跳韵律，是人类文明进步发展

的标志性行为。其次，写作还是一种探索自我的行为，是作者人格

的体现和内心美德修养的展示。周国平教授在 《有灵魂的作家》一

文中记写过史铁生的话： “开始写作时往往带有模仿的意思，等你

写到一定程度了，你就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对于史铁生来说，

写作与灵魂生活是完全合一的。鲁迅先生当年曾多次提到对自己灵

·３·写作要怎样才好



魂的解剖，“要咀嚼自己的灵魂”。一个真诚的作者，总是以真心写

真情的。再有，写作的本质还在于创化和生成。在词语的推进与碰

撞中，不存在的东西生成了，不完整的东西获得了整体的呈现，不

清晰的东西被照亮了。它是一种充满创造性的心智活动，使得有物

理长度的人生与现实获得一种超越的意义。这种超越性恰恰是从审

美当中生成的，因此产生巨大的魅力。最近颇为流行的 “发明诗

学”研究认为 “发明性”正是写作的首要原则，从思维形式到修辞

形式，涵盖执笔、完稿、接受、传播的全过程，根本性质在于 “创

造出以前不存在的新作品”。

三、写好文章离不开对现实生活的思考与发现

文章是现实生活的能动反映，生活才是文章的本源。作者一定

要热爱生活，关注生活，并且加以思考酝酿，来一番加工制作功

夫，才能写成好的文章作品来。许多成功的作者都有自己的生活基

地，如２０１２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就有山东高密 “东北乡”；

２０１３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丽丝·门罗，就有加拿大的城郊小

镇，这都说明了生活对作品的生命联系。

落实到文本上来说，“无欲则刚”，“有料则傲”，没有几件生活

元素的鲜活质料，总是一味地空讲道理或装傻充愣，休想让读者心

动口服。而文章依靠典型的生活实例增力，但 “故事好编，零件难

凑”，缺乏了具体的情节和细节，照样让读者难以卒读。 《忆大山》

里，不乏记写着源于生活实景的真材实料。比如，对二人间交往的

描述：“以后的几年里，我们的交往更加频繁了，有时他邀我到家

里，有时我邀他到机关，促膝交谈，常常到午夜时分。记得有好几

次，我们收住话锋时，已经是次日凌晨两三点了。每遇这种情况，

不是他送我，就是我送他。为了不影响机关门卫的休息，我们常常

叠罗汉似的，一人先蹲下，另一人站上肩头，悄悄地从大铁门上翻

过。”再比如，最后一次病榻前相见的实录：“此时我心中已有一种

预感———恐怕大山的驾鹤西去为期不远了。至此，一股悲怆的情绪

油然而生，我不由自主地紧紧握住大山的手，泪水溢满了眼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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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大山，却显得非常平静，倒是先安慰起我来。我提出再和他照

张合影，他笑着说： ‘我已瘦成这样，不像个人样儿了，叫人看见

怪吓人的呀！’他虽是这样说，可还是挣扎着坐起来。这张照片，

成了我和大山，也是大山和别人最后的一张合影。”可见只有事实

入文，才能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

四、要有对阅读世界的借鉴与吸收

在人类的精神世界里，阅读与写作两种智力活动是互为因果

的，写作出的成品是要人们饱览的，而完美的阅读又成为成功写作

的前提与可能。只不过写作行为重在倾诉，而阅读举动重在吸纳。

它们都是用心灵与世界对话。

阅读，应当被看作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标志性行为。也就是说，

人类的文明进步与阅读是密不可分的；同样，人们写作水平的提高

增进与阅读也是密不可分的。只有通过阅读，你的人生才会有厚重

的人文积淀，你的思想才会强壮。它们会让你感动，会使你油然而

生悲悯情怀；从此令你处变不惊，在艰难困苦面前表现出乐观和从

容；它们会使你获得一种大智慧，面对纷纭复杂的世界却洞若观

火，品味人生真正的大乐趣。著名作家王蒙在 《情系阅读话今昔》

这篇为 “中国家庭理想藏书”所写的 “序言”中，深有感触地说：

“阅读使我充实，阅读使我开阔，阅读使我成长，阅读使我聪明而

且坚强，阅读使我绝处逢生，阅读使我在困惑中保持快乐地前进。”

当今，中国高层领导人多次在不同场合推荐书籍：习近平在去年１１
月参观孔子研究院时，表示要细读 《孔子家语通解》和 《论语诠

解》；李克强要求密切关注美国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的 《第三

次工业革命》；王岐山也在一次座谈会上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法国历

史学家托克维尔的 《旧制度与大革命》等书。这样，结合社会发展

和生活需要推荐书籍，倡导良好的读书风习，收效是十分显著的。

至于当今社会的阅读状况，可拿 《上海市民阅读状况分析报告
（２０１３）》为例，它是上海市新闻出版局连续第三年就市民阅读情

况进行专题调查并发布的权威报告。这个报告显示，在当前数字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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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快速增长的同时，传统阅读并未同比下降，纸质阅读在上海市民

中仍处于主流，这种传统的纸质阅读的选择比数字阅读者高出

１３．８５％。选择纸质阅读的原因主要与阅读的要求、质量、效果、

感受有关。

谈到阅读的心态应避免浮躁，学者熊培云说过， “现代人，其

实更是连一个等绿灯的耐心都没有”，听了真让人汗颜。因此王蒙

十分痛切地表白： “干脆说，离开了阅读，只有浏览与便捷舒适的

扫视，以微博代替书籍，以段子代替文章，以传播技巧代替真才实

学，以吹嘘表演代替讲解研讨，将会逐渐使人精神懒惰，惯于平面

地、肤浅地接受数量巨大，品质低劣，包含了大量垃圾赝品毒素的

所谓信息，丧失研读能力、切磋能力，求真求深的使命与勇气……

这样下去，我们会空心化、浅薄化、白痴化。”

五、要对动笔实践坚韧不拔

写作既然是一番精神劳动，那么提高写作就不能 “坐而论道”，

而是要坚持不懈地进行动笔实践，以苦为乐，顽强进取。在正确写

作观的映照下，不断地 “在战争中学会战争”，找到感觉，日臻完

美。合理的点拨，也只能在有切实体会基础上才能生效；一味地找

“捷径”，脱离了实际必经的过程，可能要绕更大弯路。

六、要注意对灵感火花的随时捕捉

在写作中，除了切实的描摹以外，还要有大胆的联想和想象。

这就要抓住 “电光石火”般的思维火花，开拓出巧思与理趣，不同

凡俗地展示表达。

灵性地写作，会使作品充溢着灵气与性情。王蒙曾担心： “我

们的 ‘灵’的思辨思维功能将渐渐萎缩。”作家刘亮程著文 《观察

结束的地方，写作才真正开始》发表在 《南方都市报》的 《阅读周

刊》上。他说：作家可能有两种：一种是灵性作家，这类作家比较

本质，他从事的也是比较原始的一种写作方式，靠个人的心灵跟世

界万物心灵的沟通、交流，然后把这种情感写作出来；另一部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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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可能就是非常现代的作家，他们用那种现成的语言、用知识、用

资料去构建文学，这部分作家现在非常多。但是在我看来，作家恰

好是要规避知识，把知识忘掉，然后去写作，因为知识太妨碍你。

当你写一棵草的时候，你需要把这草属于什么科之类知识性描述全

忘掉，然后去感知这棵草，作为生命去感知它、观察它、呈现它。

刘亮程在这里谈的是文学创作，对于文章写作同样有启示作用。

七、必须留意对语言表达的铺开与收束

探求写作门径，同样不可忽视对文字表达规律的领悟与探求。

比如，注意情感的熔铸，古今贤达对文章写作多有总结， “修辞立

其诚”“笔锋常带感情”等等。比如，结构的安排，要求不必强求

跳出人们的思维习惯，而以芜杂无序为美。比如，体式的规范，诗

文等文体样式是在长期写作实践中形成的，尊重其特性，则会收到

相得益彰的功效。比如，语言的完美呈现，文章所用词语不是靠

“码字”堆砌的，而是必须追寻置于此处最具表现力的 “这一个”。

对于语言的精确把握，当铺陈则铺陈，当收束则收束，正是每个作

者应循的不倦追求。

八、要与文友切磋交流

虽然写作是个体劳动，但更能体现出集体智慧的凝聚与汇集。

在 《忆大山》一文中，生动地记载着贾大山与作者亲切交流的过往

事迹。并说道：“特别是我们由初次相识到相熟相知以后，他那超

常的记忆、广博的知识、幽默的谈吐、机敏的反应，还有那光明磊

落、襟怀坦荡、真挚热情、善良正直的品格，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

刻的印象。”后来有的同事还回忆，大山找到别人 “背”出自己尚

未成文发表的作品。时常是说： “我想了个小说，我给你念念啊。”

贾大山说的 “念念”，其实是背，有时候会把标点符号都背出来。

听到的人讲：“要说是背，也不确切，因为，这篇小说连一个字都

没写呢！他是在给人讲。然后再看他写出来的作品，跟当时他

‘念’的，几乎一模一样！”这就是 “谋与友”的重要写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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