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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给初学写作者》集叶圣陶先生几十年的写作经验，书中叶圣陶先生谈叙事、谈散文写作、谈小
说跟事实的记录等，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向读者讲述了写作成功的诀窍与失败的根源。
写作是一门学问，也是一种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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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圣陶，现代著名作家、语文教育家、编辑家、出版家，我国第一位童话作家。
原名叶绍钧，字圣陶。
苏州人。
早年当过教师。
主编过《小说月报》《中学生》等。
著有小说《倪焕之》（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出版的长篇小说之一）等，散文集《小记十篇》等
，童话集《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等，并编辑过几十种课本，写过十几本语文教育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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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怎样写作木炭习作跟短小文字小说跟实事的记录写知道得最亲切的东西《读和写》序写作漫谈语体文
要写得纯粹写作是极平常的事以画为喻杂谈我的写作文艺写作漫谈谈叙事《少年们的一天》序关于散
文写作梦的创作《忘不了的事》序《挣扎》序《我》序《熟悉的人》序文艺创作经验和语言依靠口耳
从活的语言里去找类乎“喝饭”的说法拆开来说多说和少说谈搀用文言成分文艺写作必须依靠语言关
于使用语言从“己所不欲”着想表达的方式公文写得含糊草率的现象应当改变不仅此也可写可不写—
—不写算式似的组织要不得给初学写作者《我和姐姐争冠军》序端正文风——在新华社国内记者训练
班的讲话《文章评改》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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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怎样写作　　《读书生活》的同人在《创刊辞》里说：“我们的理想是，将来的《读书生活》完
全要变作读者的园地，里面全部要登载他们的文学写作，生活实录，科学研究，时事意见等等，稿子
要从各社会层的角落里飞来，撰稿人都是不见经传的生活奋斗的大众。
”但在目前，他们知道这一种特性还不能充分地发挥，所以当前的《读者生活》的实践是特别注意：
　　一、首先做到对于不大读书的人提出一个读书生活的正确观念，纠正和说服过去所受的一些不良
的影响；　　二、供给正确而又通俗的科学知识，使读者从此片断的’知识，渐渐进入较专门的研究
；　　三、为彻底了解各社会层及职业团体生活的特殊与实况，特别设生活记录；　　四、鼓励大众
写作；　　五、设读书问答，解除读书过程中的疑难。
　　这五条中间，第三、四两条是《读书生活》达到它的“理想”——完全变作读者园地——的预备
工作。
我很赞成《读书生活》将来的理想以及它目前所担负的五种任务，特别是第三、四两条。
《读书生活》的理想能否实现，先要看最近的将来有多少生活记录和青年文艺的稿子从各社会层的角
落里飞来。
　　《读书生活》的读者自然并不缺乏生活记录和文艺作品的材料。
然而他们一提起了笔，也许会觉得头绪纷繁，不知从哪里说起好，也许会觉得笔尖不听指挥，活泼泼
的生活记录会写成死板板的零用账。
他们写出来了，也许自己看看不满意就丢在抽屉里了，也许寄到了编辑先生手里，编辑先生也给它发
表出来了，但读者得不到生动的印象。
这样的情形，未必是我的想象。
有许多青年常常提出“怎样写作”的问题来，就可见有了材料而感到表现困难的大概并不少吧？
　　我们也见过有许多书籍或论文回答“怎样写作”了。
那都是长套的大议论，介绍了前人写作经验的心得。
这些回答也许是有用处的，也许曾有人得到了启示，但读了什么什么“作法”之类的书籍而愈弄愈糊
涂的青年却也很多。
他们本来倒还会写写，读多了“作法”，反弄成不敢下笔了。
或者写了出来却更加死板板了，于是积极指导写作的什么什么“作法”之类变成了一团冷粽子，停积
在青年胸口消化不来了。
　　有材料而觉得表现困难的青年是应当学习一点什么写作法的。
不过那些专书却不能给他们什么。
他们倒是丢开了种种规则自由独立的写去，恐怕要好得多。
他们倒是多读名家的著作，不要先把什么写作法横梗在心中，只是欣赏地去读着，恐怕倒能够不知不
觉间读会了一些写作法。
他们假使要写一篇生活记录，那就好像是跟朋友或家人谈话似的写下去吧，千万不要存着我在作文的
意思。
一有了这存心，就会写成了死板板的讲义体或零用账了。
假使要写一篇小说，也请千万不要把写小说的架子先在自家心里搭起来；倒是先把自家所要写的对象
精密地整理过了，就不拘什么“形式”写下来吧。
什么什么写作法，请你暂且不要放在心上。
你写多了，读多了，你自然会自己产出方法来。
　　1934年12月7日在中央广播电台讲。
　　刊次年《中学生》杂志61号，署名叶绍钧。
　　木炭习作跟短小文字　　美术学生喜欢作整幅的画，尤其喜欢给涂上彩色，红一大块，绿一大块
，对于油彩毫不吝惜。
待涂满了自己看看，觉得跟名画集里的画幅有点儿相近，那就十分满意；遇到展览会，当然非送去陈
列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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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你如果去看什么美术学校的展览会，红红绿绿的画幅简直叫你眼花；你也许会疑心你看见了一
个新的宗派——红红绿绿派。
　　整幅的彩色画所以被美术学生喜欢，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从效用上说，这可以表示作者从人生、社会窥见的一种意义，譬如灵肉冲突哩，意志难得自由哩，都
会的罪恶哩，黄包车夫的痛苦哩，都是常见的题材。
从技巧上说，这可以表示作者对于光跟色彩的研究功夫，人的脸上一搭青一搭黄，花瓶里的一朵大花
单只是一团红，都是研究的结果。
人谁不乐意把自己见到的、研究出来的告诉人家。
美术学生会的是画画，当然用画来代替言语，于是拿起画笔来，一幅又一幅地涂他们的彩色画。
　　但是，从参观展览会的人一方面说，这红红绿绿派往往像一大批谜，骤然看去，不知道画的什么
，仔细看了一会，才约略猜得透大概是什么，不放心，再对准了号数检查手里的出品目录，也有猜中
的，也有猜不中的。
明明是一幅一幅挂在墙上的画，除了瞎子谁都看得清，为什么看了还得猜？
这因为画得不很像的缘故。
画人不很像人，也许是远远的一簇树木；画花不很像花，也许是桌子上堆着几个绒线球：怎叫人不要
猜？
　　像，在美术学生看来真是不值得齿数的一个条件。
他们会说，你要像，去看照相好了，不用来看画，画画的终极的目标就不在乎像。
话是不错，然而照相也有两种：一种是普通的，另一种是艺术照相。
普通照相就只是个像；艺术照相却还有旁的什么，可是也决不离开了像。
把画画得跟普通照相一样，那就近乎“匠”了，自然不好；但是跟艺术照相～样，除了旁的什么以外
，还有一个条件叫做像，不是并没有辱没了绘画艺术吗？
并且，丢开了像，还画什么画呢？
画画的终极的目标固然不在像，而画画的基础的条件不能不是这个像。
　　照相靠着机械的帮助，无论普通的、艺术的，你要它不像也办不到。
画画全由于心思跟手腕的运用，你没有练习到像的地步，画出来就简直不像。
不像，好比造房子没有打下基础，你却要造起高堂大厦来，怎得不一塌糊涂，完全失败？
基础先打下了，然后高堂大厦凭你造。
这必需的功夫就是木炭习作。
　　但是，听说美术学生最不感兴味的就是木炭习作。
一个石膏人头，一朵假花，要一回又一回地描画，谁耐烦。
马马虎虎敷衍一下，总算学过了这一门就是了；回头就嚷着弄彩色，画整幅。
这是好胜的心理；巴望自己创造出几幅有价值的画来，不能说不应该，然而未免把画画的基础看得太
轻忽了。
并且，木炭习作不只使你落笔画得像，更能够叫你渐渐地明白，画一件东西，哪一些繁琐的线条可以
．省掉，哪一些主要的线条一丝一毫随便不得。
不但叫你明白，又叫你的手腕渐渐熟练起来，可以省掉的简直不画，随便不得的决不随便。
这对于你极有益处。
将来你能画出不同于照相可是也像的画来，基础就在乎此。
　　情形正相同，一个文学青年也得下一番跟木炭习作同类的工夫，那目标也在乎像而不仅在乎像。
　　文学的木炭习作就是短小文字，有种种的名称，小品，随笔，感想文，速写，特写，杂文，此外
大概还有。
照编撰文学概论的说起来，这些门类各有各的定义跟范围，不能混同，但是不多哕唆，少有枝叶，有
什么说什么，说完了就搁笔，差不多是这些门类的共通点，所以不妨并为一谈。
若说应付实际生活的需耍，唯有这些门类才真个当得起“应用文”三个字；章程、契券、公文之类只
是“公式文”而已，实在不配称为“应用文”。
同时，这些门类质地单纯，写作起来比较便于照顾，借此训练手腕，最容易达到熟能生巧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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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也在乎像，这个话怎么说呢？
原来简单得很：你眼前有什么，心中有什么，把它写下来，没有走样；拿给人家看，能使人家明白你
眼前的是什么，心中的是什么，这就行了。
若把画画的功夫来比拟，不就是做到了一个像字吗？
这可不是三脚两步就能够达到的，连篇累牍写了许多，结果自己觉得并没有把眼前的心中的写下来，
人家也不大清楚作者到底写的什么：这样的事情往往有之。
所以，虽说是类乎木炭习作的短小文字，写作的时候也非郑重从事不可。
譬如写一间房间，你得注意各种陈设的位置，辨认外来光线的方向，更得捉住你从那房间得到的印象
；譬如写一个人物，你得认清他的状貌，观察他的举动，更得发见他的由种种因缘而熔铸成功的性情
；又譬如写一点感想，你得把握那感想的中心，让所有的语言都环拱着它，为着它而存在。
能够这样当一回事做，写下来的成绩总之离像不远；渐渐进步到纯熟，那就无有不像——就是说，你
要写什么，写下来的一定是什么了。
　　到了纯熟的时候，跟画画一样，你能放弃那些繁琐的线条，你能用简要的几笔画出生动的形象来
，你能通体没有一笔败笔。
你即使不去作什么长篇大品，这短小文字也就是文学作品了。
文学作品跟普通文字本没有划然的界限，至多像整幅彩色画跟木炭习作一样而已。
　　画画不像，写作写不出所要写的，那就根本不成，别再提艺术哩文学哩那些好听的字眼。
但是，在那基础上下了工夫，逐渐发展开去，却就成了艺术跟文学。
舍此以外，几乎没有什么捷径。
谁自问是个忠实的美术学生或者文学青年的话，先对于基础作一番刻苦的工夫吧。
　　刊《中学生》杂志53号（1935年3月）。
　　署名叶圣陶。
　　小说跟实事的记录　　我们收到的来稿，小说占着不小的部分。
有些作者往往在附信中告诉我们，说他们所写的完全是实在的事情；另外的作者不这么说，但是我们
看他们的小说，也是照实事记录的居多。
作小说是不是选取一件实事，照样把它记录下来就成了呢？
如果说是的，那么报纸上的一切记载不也是小说了吗？
可是谁也不会承认报纸上的记载就是小说。
　　报纸的记载着眼在地或者人。
某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某个人或者某一部分人遇到了什么事情，就记载下来报告给读者。
这里头当然有个选择，极寻常的或者跟大众没有关系的事情是不用报告的。
读者读了记载，知道了这些事情，就可以把报纸丢开。
　　小说也叙述一些事情，可是小说的精魂在于作者对于社会和人生有“所见”。
这“所见”就在他所叙述的事情中间表现出来，除了叙述事情，他不再说一句多余的话。
因为如此，作者必得把许多人物凑合起来成为他小说中的人物，把许多事情凑合起来成为他小说中的
故事；换一句话说，就是他必得凭他的经验跟想象创造他的人物跟故事。
这样写成的东西，就跟报纸的记载完全不同，它好比一幅完整的画，缺一笔不成，多一笔就嫌累赘了
。
　　小说虽然出于虚构，却比报纸的记载有更广义的真实性。
如果说小说只须记录某一件事，那就跟报纸的记载没有什么分别了。
　　有志写小说的人应该知道这一点。
　　刊《中学生》杂志56号（1935年6月1日）。
　　署名编者。
　　写知道得最亲切的东西　　《新少年》创刊以来，承蒙各地少年踊跃投稿。
我们读了许多的来稿，有几句话想和读者以及投稿诸君谈谈。
　　我们希望你们写那些知道得最亲切的东西。
一个人物，只在你们面前现了一现，你们不必写他，因为知道得不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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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情，只叫你们认识了十分之二三，你们不必写它，因为知道得不亲切。
必须观察得非常周到，不但这个人物显露在外面的容貌，就是他隐藏在内面的心情也大略有数，这才
把他写下来。
必须认识得非常清楚，不但这件事情的经过情形，就是它的前因后果也完全明白，这才把它写下来。
这样写的时候，没有勉强，不用含糊，好像泉水那样自然地活泼地流着泻着，是你们极大的愉快。
　　如果你们的文字预备投到杂志里去，我们还希望你们在动笔以前想一想：“我所要写的这一篇文
字，值得不值得给人家看呢？
”有些知道得最亲切的东西并不值得告诉人家，作为写作的练习把它写下来固然可以，作为杂志文字
的材料写给人家看就没有意思。
杂志文字是给广大的读者看的，必须对于读者有点儿影响。
所谓影响，范围很广，但是扼要说起来，也不过给予知识，引起感情，激励意志等几项。
你们的材料至少要合得上这几项里的一项，才值得写给广大的读者看。
读者看你们这样的文字，好像听密友的谈话，是他们极大的愉快。
　　原题《写那些知道得最亲切的东西》。
　　刊《新少年》1卷8期（1936年4月25日），署名编者。
　　《读和写》序　　沐先生这本书，曾经在《中国儿童时报》按期登载过。
听说读者非常欢喜看，每接到新出的一期，多数先看沐先生的东西。
这就可见这本书能够吸住一般少年的心。
写一本书，必须能够吸住读者的心，作者和读者之间才筑起了交通的大路，作者的好意思好见解才可
以一车一车地向读者方面输送。
如果做不到这一层，作者尽有好意思好见解，输送到读者跟前，读者的心却紧紧关上了大门，那就不
只是作者的想心思动笔墨都成徒劳，就是印刷所工友排字印刷的精力也等于白费。
这本书为什么能够吸住读者的心，我不想在这里说，因为说了对读者没有多大益处。
譬如一位小朋友爱吃水果，他爱吃就吃了，你却给他说明水果为什么惹他喜爱，这不是没有什么意思
的事情吗？
　　我在这里只想对读者说以下的话：　　这本书讲的是关于阅读和写作的方法。
凡是方法，记在心里，不过是一种知识。
或者不只记在心里，还能够挂在口头谈谈，也不过表示你懂得的多，肚子并不空。
如果要真个受用，你得更进一步，让知识融化在习惯中间。
举个例子来说：怎样怎样的卫生方法都只是知识，仅仅懂得卫生方法，对于身体不会有什么益处，必
须使日常生活习惯完全合于卫生方法，身体才会保持着健康。
我希望读者不要仅仅注意这本书的趣味，也不要仅仅把它挂在口头，作为同学之间谈话的资料。
我希望读者把这本书中所说的化为自己阅读和写作的习惯。
临到做菜，再去翻看烹饪讲义，这是个笑话，常常被人提起，表示单有知识而不成习惯的不可靠。
临到阅读和写作的时候，是不应该再去想阅读和写作应该依什么方法的。
看着这本书，同时把书中说的应用到阅读和写作的实际工作上去，渐渐养成习惯：这样，才是真个受
用，不算白看了这本书。
我的话虽然简单，可是很扼要，愿读者注意。
　　1936年11月30日作，署名叶绍钧。
　　《读和写》，沐绍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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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所谓“达人”，即在某一领域非常专业、出类拔萃的人物。
“作文达人”就是在写作方面非常杰出的人，所谓“大师”也。
“作文达人”丛书是文章大家们向中学生指出学习写作的门径，有效地提高中学生作文能力的一套畅
销了半个世纪的中学作文经典！
它们的作者夏丏尊、叶圣陶、刘薰宇等，不但本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家，同时还是文章家、语
文学家，是名副其实的大师。
他们创作的小说、散文，都属于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典范作品。
他们又是经验丰富的教师，从事语文教学多年，深知学生作文的通病和难点，所写指导写作的文章，
多能切合学生的实际情况。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给初学写作者>>

编辑推荐

　　《给初学写作者》是“作文达人”系列丛书之一。
本系列丛书是大家们向中学生指出学习写作的门径，有效地提高中学生作文能力的一套畅销了半个世
纪的中学作文经典！
它们的作者夏丏尊、叶圣陶、刘薰宇等，不但本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家，同时还是文章家、语
文学家，是名副其实的大师。
他们又是经验丰富的教师，从事语文教学多年，深知学生作文的通病和难点，所写指导写作的文章，
多能切合学生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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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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