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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套系列教材的酝酿已有七个年头儿了。
2002年我受命担任武汉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分管本科教学工作。
正值新世纪之初，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高等教育也随之迎来了新的
机遇和挑战。
面对新的形势，如何更好地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高素质人才？
这已是摆在我们高等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不得不思考、不能不应对的当务之急。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为了适应人才观和教育理念的发展变化，我与时任系主任的龙泉明教授策划，
以汉语言文学专业为试点，从修订培养方案入手，全方位地开展本科教学改革。
举措之一，就是大刀阔斧地调整课程体系，压缩通史性、概论性课程，增加原典研读课程和实践性课
程，旨在强化学生素质和能力的培养。
与此相应，计划编写配套的教材。
起初，为了加大原典阅读的力度，配合新培养方案增设的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课程，我们首先组编
了《高等学校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教材》，2003年正式出版。
与此同时，也酝酿编写一套适应新需要、具有新理念的基础课教材。
从那时起便开始思考、调研、与同仁切磋。
经过几年的准备，2006年开始系统谋划和全面设计，2007年正式组建了编委会，启动了编写工作。
经过众多同仁的不懈努力，今天终于有了结果，令人欣慰。
　　这套教材是针对现行一些教材存在的问题，根据当今社会对人才的新要求，为培养高素质、创新
型、国际化人才而设计编写的。
旨在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创新性学习，养成勤于思考的习惯，强化不断探索的意识，增添勇于质
疑的胆略，培育大胆创新的精神。
这也是我们把这套教材命名为“创新性学习系列教材”的用意。
全套教材共有12种，基本上涵盖了中文类本科专业的基础课和主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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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人类写作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对写作的本质，价值和规律的认识也越来越丰富和深入，同
时也越来越自觉地运用这些认识来指导自身的和实践，推动写作实践朝更有效地满足人类写作需要的
方向发展，对大学生而言，学习写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能从理论层面认识和把握写作规律，并
且与自己的写作实践自觉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将理论的认识转化为具体的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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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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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学研究方面，著有《大学写作概论》、《基础写作》等，并与他人合作撰写写作教材多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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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言之有物　　“言之有物”是中国传统写作理论始终强调的一条基本写作规律。
《易传·象传》解释《家人》（卦三十七）即日：“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也说：“夫立言之要在于有物。
”　　所谓“言之有物”，就是要求文章含有具体而实在的思想内容，能反映出作者实实在在的生活
经验及其思考、情感认识等，能给读者以实实在在的收获。
与“言之有物”相对的就是“言之无物”，即说空话、假话、废话、套话，人云亦云、无病呻吟。
写作，不管是作为自由表达个人情感与思想的个人化写作，还是用于人际交流或是用于实际事务、工
作的应用型写作，都应该言之有物，否则就失去了表达的价值，也无以满足人际交流或是实际工作的
需要。
所以，是否言之有物是评价文章价值的最基本的标准。
写作如果不能首先达到言之有物的要求，那么它即使在其他方面（比如语言文字）达到很高的水平，
也不能算是成功的写作。
　　言之有物之“物”，即通常所说的文本内容，包括材料和思想。
以下，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分别谈谈使写作言之有物的一般规律和基本要求。
　　第一节　文本的材料　　一、材料的含义与作用　　材料，是指被写作者用来提炼和表现文本思
想的那些事实、现象、理论、言论、数据等等。
对于“材料”应作宽泛的理解。
从形态上看，既有理论性材料，如名人名言、俗语、谚语、科学原理、规律、定理、公式等，也有事
实性材料，如历史记载、统计数据、实际发生的事件等，还可以是虚构与想象性的，比如神话传说、
科学幻想、自编的故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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