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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各类写作知识的书籍出版不少，大学文科也

一直开设这方面的课程，但写作有无规律可循，也就是说，

写作有无理论指导，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见解。一种

认为“文有定则”，一种认为“文无定法”。计用辐同志撰文

200余篇，近20万字，从各个侧面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文学创作，作为人类精神生产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是以

提升、净化人的灵魂为特点，是一种追求高尚目的的自由劳动。

因此，任何作品的创作，都是为着某种目的，在一定的思想、

理论指导下进行的。

从艺术规律来看，艺术形象作为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

加工的产物，它在典型化的过程中，不能排斥理性认识，不

能排斥思考、分析、推理和判断。因为写作是用组织的文字

表达思想感情、反映客观事物的活动，只靠直觉、纯感性的

认识，不能正确理解和反映客观世界。高尔基曾经说过，文

艺作品的美是“因为这一切都是理性和直觉、思想和感情和

谐地结合在一起而创作出来的形象”。

古往今来的优秀作品，或称为传世之作，都有着深刻的

思想内涵，能够正确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它不但凝结着作

者的全部生活体验、知识积累和艺术功力，同时反映着作者

的思想、理论修养。正因如此，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文人，综

合了人类丰富的写作经验，创立了丰富的创作理论，形成了

序
                   史宗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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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写作必须遵循的法则。比较有影响的如陆机的《文赋》、

刘勰的《文心雕龙》和著名的诗论《毛诗序》。还有许许多

多现当代总结创作经验的文艺理论专著，计用辐同志的《写

作琐语》就是其中较有特色的一部。

计用辐同志从事新闻报道、文学创作 30 余年，当过机

关秘书、新闻记者、文联干部，发表过不少优秀的文学作品

和评论文章。《写作琐语》是他大量的写作活动中点点滴滴

积累起来的经验、体会。正如作者所言：“我写的这些文章，

都是自己的切身感受，没有抽象、空洞的说教，没有照本宣

科的讲述。”的确，我和计用辐同志相识、相交多年，他的

为人、为文都是我敬佩的，就像这部《写作琐语》，朴朴素素，

实实在在。

计用辐同志送来这部文稿时，正是我异常繁忙的时段，

但我还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认真地读了一遍，掩面而思，

觉得是一部精巧的好书，作者采用随笔的写法，面向读者，

娓娓而谈，或交流心得体会，或研讨创作经验，每篇千把几

百字，通俗平易，亲切自然，让读者在文字交流之中，有所

感触，有所联想，学到知识，得到启发，从而产生一种写作

的冲动。

有感而发，发出效应，我想这就是行文的目的，计用辐

同志《写作琐语》的出版，将会在读者中产生较好的影响，

促进写作队伍的健康发展。

                            1997 年 7 月于翠湖畔

  （史宗龙：云南省文联原党组书记兼常务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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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字观（代前言）

有人说，作家文字太杂不是好事，但好与坏又不是绝对的，

总在相互转化。诚然，转化离不开一定的条件，这就要说到

我的文字观。

按理说，写小说特别是写长篇小说，需要具有一定的文

学功底，舍此难成。可我刚进入初中的第一个假期，尚不知

小说为何物，居然兴致勃勃地扑在草墩上写起题为《九二合

唱团》的长篇小说来，你说胆大不胆大。

由于胆大，由于既无人指点又无理论引导，显然不会成功，

但不是没有一点好处。好就好在亲自作了实践，尝到了写小

说的滋味，为日后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培养了写作应有的习

惯。不论三五百字，或洋洋数万言，也会认真来写，精雕细琢，

绝不马虎草率。

正因为我靠大胆步入文坛，各种写法皆想尝试一下，所

以写作范围之宽、涉足文体之杂，也就在所难免。因为在现

实生活中获得各种素材，我认为用哪种文体来表达最恰当就

用哪种文体表达，绝不搞削足适履。这样一来，诗歌、散文，

杂文、随笔、小说、报告文学等我均涉足，同时写戏剧、写

影视文学剧本，也搞文艺评论，搞新闻报道，研究地方志，

兼用曲艺的各方各面——评书、快板、小品、相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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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种文体获得成功，我也就掌握哪种文体了，这样做的好处

就在于手边不缺“货”，要什么有什么，能适应社会需要。因而，

我把在省内外发表的各类作品盘点了一下，已有近200万字，

连续两次获得云南省文艺创作“政府奖”。要是文体太专，

只会使用一两种文体，我就不会有近 200 万字的产品问世。

仍回到前面的话题上来，“杂”的弊端在于分散精力，

难于在某方面出类拔萃。但得实事求是地看：在十二亿人口

的泱泱大国，真正出类拔萃的究竟有几人？社会实际需要的

是绝大多数人能为社会做点亟需的工作，这乃是我在写作中

摸到和悟出的古已有之的“经世致用”之理。要不然，一辈

子爬格子，到老来产品既不多也不精，岂不太可悲了。

写下这些文字，表明我的文字观，也算是“人各有志”吧。

原载1999年 4月 2日《曲靖日报》“曲靖作家”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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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文章”

在古代，“文章”写成“文彰”。何为“文”？何为“彰”呢？

东汉时期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文，错画也。”“彰，

文彰也。”由于“文”是错画，故象形文字把“文”写成“ ”。

就许慎的这一解释说来，昔日的“文彰”与今日的“文章”

在其含义上是一致的。因为许慎在这里用的“错”字，不是

“错误”的“错”，而是“错综”的“错”；所指的“画”，既

指人为的彩画，又指色彩光彩的自然交叉叠映而言。要不是

这样，错画的东西怎么值得“彰”呢？怎能“文以载道”，“经

世致用”，“彰往昭来”，“歌颂真、善、美”呢？三国时期的

曹丕怎能把文章称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有人对此不了解，说：古代的“文彰”与当今的“文章”

在含义上不同，实指色彩而言，并以《论语》和《楚辞》中

的《桔颂》提及此词来作说明。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中

国汉语中的一些词汇，皆具有多功能的作用，比如在有些文

章中，用“鲜花”来比喻美女，用“太阳”来象征光明。那

么，难道就因这一比喻这一象征，就使得“鲜花”和“太阳”

本来的词性变了？回答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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