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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作文赛教育·作文赛

大赛

·评委

本报记者 郑琳 王湛

孩子们的生活太单调
如何能写出好文章

在采访各位专家评委的时候，他们几乎

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现在的孩子生活太单

调”，“生活经历少了点”。

专家们不仅是作为文学教授，更是作为

父母表达了内心的焦虑。

上海交大教授何言宏有一个正在上初中

的女儿，他的感受是“孩子没时间接触生活，

一直在做题、补课。上海和浙江的孩子升学

压力都太大，挤占了生活”。

他告诉记者，女儿很爱阅读，可她阅读经

典作品的时间几乎都在小学四年级以前，四

年级以后，“所有时间都去应付数学了，因为

数学成绩拖后腿。”

“无止境的补课使得大量中小学生的生

活单调、同质化、模式化。”何言宏感慨，“这样

如何能写出好文章呢？”

复旦大学教授王宏图也表达了相同的观

点。作为一个作家，王宏图对写作需要的生

活经历就更有切身体会了。

“我小说当中写的事件不是我生活的直

接翻版，但主人公的很多情感都是我直接体

会过的。”王宏图说，“我在写小说时，通过虚

构的情节，把自己的感受融汇在中间。如果

你生活当中没有独自体验那些悲欢离合和挫

折，难以写出这些东西。”

王宏图认为，虽然现在 90 后、00 后从小

生活条件好了，但他们童年的生活经历反而

没有70后、80后丰富，“我的女儿95后，她上

小学的时候，连课间活动都要受管制，操场都

不许去，因为学校担心有安全问题。”

锻炼语言，提高修养
可以多参加作文比赛

如今说到中小学作文和高考作文，其实

很多人的内心是拒绝的，然而又不能不重视。

面对大众对于应试作文“扼杀创造力”的

批判声，各位专家学者的心态倒是更平和。

“我觉得用文学的思路去批判作文其实

是没有必要的。”何言宏说，“写诗歌、小说，和

写文章都是写作，它们不一样，但也有共通之

处。例如古代的散文，和现代的作文就比较

相似。再比如现在初三语文课本上叶圣陶的

文章《苏州园林》，就可以看出他不仅是个文

学家，也是文章大家。”

南京大学教授许结认为，作文竞赛是可

以锻炼语言能力、提高文化修养的，“它考察

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全面展示一个人的语言

水平和思想境界。所以很赞成同学们多参加

作文比赛。”

那么写出好文章的诀窍是什么呢？教授

们一致表示，“要能把独立的见解和真实的感

悟写出来。”

浙江大学副教授陈建新认为，学生写作

能力的培养存在着三个阶段。从小学到初

中，应该多看经典的文学作品，提高自己的阅

读和文字能力，在这一过程中，让孩子们认识

到“世界是怎么样的”。

第二个阶段是在高中时期，学生们应当

逐渐从“世界是怎么样的”转向思考“世界为

什么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就需要学生们关

注现实，思考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最后一个大学阶段，学生的写作练习会

拓展到研究性论文。

“最后学生们走出校园，成为一个独立的

社会人，也必然需要独立思考的能力，议论文

的写作会有助于此。”陈建新说。

“我很喜欢有启发性、思辨性的题目，最

好作文大赛的题目，正面、反面学生都能立

意，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样的题目学生只要

言 之 有 理 就 会 精 彩 ，有 辩 论 的 意 味 在 里

面。”陈建新希望借此培养学生的多向思维

能力。”

他说，写作的工具性很强，学生的逻辑思

维能力，理性思考能力都能在写作过程中得

到锻炼，“写作好的学生，不仅在文字文学上

会有造诣，就是学习理工科也会更有优势。”

要阅读经典但不要强迫
不鼓励写文言文

“大量阅读”自然是写好文章的必经之

路。每到寒暑假，各种阅读清单就会特别流

行，家长照着单子买书塞给孩子，然而，有多

少孩子把清单看完了呢？

这恐怕不完全是孩子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真的有一张万能的清单，

适合所有的孩子吗？

“我觉得是没有这种清单的。”王宏图

直 言 ，“ 所 谓‘ 经 典 作 品 ’，也 是 包 罗 万 象

的，要找适合自己的作品。有人喜欢文学，

有人喜欢历史，有人喜欢哲学，每个人都不

一样。”

王宏图的女儿从小看家里书架上的各种

杂书，“我基本不干涉她。有时候我们会交

流，然后发现喜欢的作品不一样，但会互相尊

重。比如有一阵子她喜欢日本的推理小说，

还是本格派的。我说东野圭吾《白夜行》也不

错啊？她却说不喜欢，因为不是纯粹的推

理。”

还有一阵子，孩子还迷上网络文学，甚

至高中的时候，“没有生活经历也胡写一些

小说。她妈不赞成，但是我不反对，仅仅是

要求她注意控制时间。那一阵子过去以

后，她的兴趣就转移了。后来她学的是历

史。”

何言宏也阐述了阅读兴趣的重要性。他

在上海交大开设了一门文学经典通识课，发

现来上课的许多学生是理工科专业的学霸。

“我发现他们文学修养很不错，阅读量不小，

现当代小说也都看过。一问，才知道原来他

们高中的时候就把阅读当做考试后的放松和

‘奖励’呢！”

“汉代学者扬雄说：读千赋而后能赋。”许

结也引用古人名言表达了阅读的重要性。

不过，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面对

许多作文比赛，甚至高考上用文言文写作的

中学生，许结表示，“古文是一定要读的，但我

倒不鼓励大家用文言文写作。”

许结认为，文体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内

容，“古典也是体，现代文也是体，只要写的

好，不在乎白话和文言。现代人即便创作词

赋，也是当代文学了。有时候，文言文表现现

代的思想和生活，其实不太方便。例如，你如

何用文言文表达一个学校是985、211？如何

表达G20？“假如一种文体和结构不能自由地

表达思想，那就不要用。”

今年的新少年作文大

赛，最亮眼的一个变化就是

——华东四大高校中文系教

授联袂亮相，他们分别是复

旦大学教授王宏图，上海交

通大学教授何言宏，南京大

学教授许结，以及浙江大学

副教授陈建新。

这几位专家评委，每个

人都有各自擅长的专业领

域。王宏图是复旦大学中文

系教授，他本人也是一位作

家，著有多部中长篇小说；来

自上海交大人文学院的何言

宏教授，是研究中国现当代

文学的专家；南京大学教授

许结是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

博导，《中国赋学》主编；而浙

江大学副教授陈建新，则是

著名的评论家，担任浙江省

高考语文阅卷组组长。

这几位学院派教授是如

何看待中小学生作文的呢？

他们对于年轻人培养写作能

力、参加作文竞赛，又有什么

“独门秘籍”呢？

华东四大高校中文系教授联袂亮相华东四大高校中文系教授联袂亮相，，对于写作对于写作，，他们直言不讳他们直言不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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