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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命题专家：作文应该这样写》最大的突破是从源头上寻找“真经”！
《命题专家：作文应该这样写》的作者涵盖了北大中文系教授、文学研究专家、作家、教育家以及中
学教材编者、高考作文研究者。
这些人不管是文学素养还是教育水平都很高，他们甚至就是高考作文走势的掌控者，他们面南而坐，
影响全局。
这些人对于高考作文的动向和信息都颇具发言权，预测得也比较准确。
他们的建议对于提高中学生在中考、高考等考试中的作文成绩，无疑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命题专家：作文应该这样写》在内容上也有重大突破i《命题专家：作文应该这样写》不是把重
点放在提高中学生的写作技巧上，也不教所谓的不同题材作文的应试方法。
《命题专家：作文应该这样写》贯穿全书的理念是不要把写作文当作考试，而是像作家写作一样，自
由地发挥自己想象，不受拘束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不要把考试作文搞成八股文。
　　《命题专家：作文应该这样写》的内容是资深阅卷组长们专门针对高考作文写成的．由于这些名
家在长期的阅卷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知道商考作文判分细节，所以他们提出的技巧和方法以及
应该回避的作文写作细节，更具有针对性，也更具实战性。
中学生在写考试作文的时候可以拿过来就用，在平时的训练中也可以针对其中的某一两项技巧和方法
做专门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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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曹文轩：写作文其实并不难我与故事一起出生有意思与有意义这个世界只属于那些细心的人走出一种
写作模式好知识与坏知识囊无中生有我推荐的好文章孔庆东：作文的内功先修内功，再练外功好的文
章都是有生命的作文糟糕的孩子缺乏的不是技巧而是爱修炼你的作文内功我推荐的好文章梁衡：写文
章的秘诀人为什么要看文章什么是文章人为什么要写文章怎样才算是好文章写文章的诀窍文章五诀好
的文章妙在意向拟标题的功夫我推荐的好文章钱理群：鲁迅与中学作文写作鲁迅是谁？
作为人之子和人之父的鲁迅我推荐的好文章何西来：古诗文与作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文如其人
我推荐的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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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曹文轩：写作文其实并不难　　我与故事一起出生　　一提到作文写不好，从老师到学生，首先
怀疑一点：是不是因为没有生活？
多少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这样去分析原因。
　　现在，我们要打消这种疑虑，要对学生说：　　不要总怀疑自己没有生活。
你怎么能说你没有生活呢？
你既然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且又是一个天性不肯安分的少年，你一定会有生活——难道你就没有发现
你就在生活之中吗？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曾经有过这样的思想：作家必须离开自己当时所在的位置，到工厂、
农村、部队去深入生活；如果没有去，就肯定断了生活之源泉，就再也不可能写东西了。
这种理论搞得人心惶惶，都怀疑自己是否还有生活，是否还可以进行文学创作。
那时的作家都很老实，听信了这种理论。
我们总还记得他们当时的形象：身穿一件灰色的或者蓝色的中山装，手提一只缠了一条毛巾的长方形
塑料小包，在上衣口袋里插一把牙刷，纷纷地、真诚地与工农“结合”去了。
他们一年又一年地呆在所谓的“生活的海洋”之中。
然而一年又一年过去之后，他们写出什么来了？
他们什么像样的东西也没有写出来。
现在再回过头去看他们那时的文字，除了让人感到遗憾还是让人感到遗憾。
这段时期的文学史显得十分苍白。
到了“文革”十年，几乎所有作家再也不能写自己的生活了，写出来的作品，滑稽可笑，让人觉得不
可思议。
中国的当代文学，竟有十年荒漠。
　　这种愚蠢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它把一个无比广阔的生活领域，缩小到工人、农民、军人的生活——只有工人、农民、军人的生活才
叫生活。
它把作家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中撵了出去，而到陌生的生活中寻找创作的灵感和素材。
　　这是一种极“左”的“源泉观”所导致的一种论调。
　　强调“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也许不为错（就这一观点，也不是说就绝对没有再可商榷的地方
），但将生活分为三六九等——一部分生活算作生活，而另一部分生活就算不得生活，却是极不妥的
。
把工农兵以外的生活贬为无价值的生活，甚至干脆就不承认这种生活，自然毫无道理。
它将生活等级化了。
这样的“生活价值论”，是不公平的，是与民主平等的思想相悖的。
最糟糕的是，它将丰富无边的生活人为地割裂与缩小了，从而使我们失去了一个广阔无垠的世界。
我曾在讲台上问学生：此时此刻，我在讲台上讲课，算不算得生活？
下了课，我要到菜市场买菜，而在买菜时丢了钱包，而丢了钱包我就无法买菜，只好气恼地回家，算
不算得生活？
其价值大概不比那些“深入生活”之后写出来的所谓作品的价值小吧？
　　诸位知道，曾有一段时间，北京大学的中文系，新生入校时，首先要给他们当头泼一盆冷水：北
大不培养作家。
这也是这一偏激的生活源泉观所导致的。
　　我们对历史的遗忘，其速度、其丝毫不顾事实的样子，是令人瞠目结舌的。
仅仅十几年，我们就忘记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在那些占一席位置的作家之中
，有相当一部分人，当年都在大学任教或经常到大学任教：鲁迅、沈从文、徐志摩、闻一多、朱自清
、废名、吴组缃、林庚，等等。
鲁迅先生确实在学术与创作的双重工作中困惑过，但他本人恰恰是两　　者结合得美妙绝伦的实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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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范。
他的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至今仍是经典的学术文献。
　　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导致了一些有悖于事实的结论与想法。
　　那个愚蠢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但“有没有生活”的疑虑，还存在于我们这些做老师、做父母亲的
大人们的头脑中，并且不时地冒出这个古怪的念头来，还朝那些孩子投去怀疑的目光。
当一个孩子的作文被我们打了一个三分之后，我们不会想到自己给的这个分数是否得当，而首先想到
的一点是：“这个孩子没有生活。
”　　怎么能没有生活呢？
处处有生活。
生活无处不在。
　　你对孩子说了这样一番道理之后，他还是会说：不，我确实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
　　他说的可能确实是实话。
既然我们肯定地告诉他有自己的生活，可是他为什么还是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呢？
　　我要说：是孩子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而并不是实际上没有什么好写的。
造成这种怪事的原因之一是：孩子不知道应该写什么。
换句话说：他老想写一些不该写的东西。
　　如此状况，其责任也许不在孩子自己，还是在我们这些当老师与当家长的身上。
　　在写作文这件事上，中国的少年缺乏足够的自我意识与自主权利，他们预先（通过社会、学校与
家庭）被灌输了种种不利于发现自己生活的思想。
一套机械的、僵硬的、幼稚的、教条的、程式化的、抹杀个性的写作文的纲领和方式，迫使他们将自
己的身体扭转过去背对自己那份熟悉的生活，而睁大了眼睛，根据几条空洞的思想去寻觅一些所谓崇
高的、伟大的、光辉的人和事。
我曾经看到过一所小学为六年级学生考初中而预测的作文题。
题的数目多达五十个，但能让孩子走向自己的生活写自己熟悉的人与事的，也不过三四个，大量的题
目都是迫使孩子走出自己而走向陌生的一片空地。
这些题目限制性极强。
比如“我爱我的学校”这一题目，假如有一个孩子就不爱他当时所上的那所学校呢（谁也没有权力要
求他必须爱）？
让他硬做这个题目并且还要把这份爱写得十分深切，要爱得死去活来，岂不是难死他了？
他自然会说：我确实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
　　我的一位教小学语文的朋友说，某市某区小学五年级作文统考，作文题竟然叫《记我身边的一位
共产党员》（命题人完全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思路）。
结果许多孩子面对这道题目光翻白眼。
因为他们的身边并没有共产党员。
他们知道中国共产党，但未必很熟悉具体的共产党员。
阅卷时，老师们不时被其中一篇篇“妙笔生花”的文字逗得死去活来。
一个孩子写道：“我也搞不清楚我妈妈是不是共产党员，但我觉得她像一个共产党员。
”另一个孩子写道：“杨大爷退休之后，每天到路口去维持交通秩序。
在他的胸前，戴了一块牌子，那上面写着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共产党员。
”这位朋友告诉我，他的儿子也参加了作文考试，几乎拿了满分，但全是瞎编的。
他儿子写道：“我的二姑夫在乡下，是一个新党员，他的工作是看水闸。
”然后，他的儿子就大写特写这位二姑夫在抗洪救灾中如何如何地忘我工作。
而实际上，这位二姑夫既非党员，又非看水闸的，而是县城教育局的干部。
现在，一家人碰到一起，见了那位二姑夫，就开玩笑：“共产党员来了”、“看水闸的来了”⋯⋯所
谓的“深度”、“高度”一直在困扰着我们的语文老师，也困扰着我们的孩子。
　　写作文自然要讲“立意”，但究竟要立什么意呢？
难道就是那些虚幻的和任意拔高的思想和观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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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一入了这个道（他不知不觉地就会入了这个道），就很快陷入了空白状态，觉得自己简直是个草
包，是个废物：脑子里竟然没有一个人，一个故事，像只空罐儿。
于是，就使劲挤呀挤呀，挤了半天，也没有把一页纸写满。
要么，他就把早先在脑子里储存好了的落俗套的、毫无生气和趣味的东西写下来。
而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是我们这些成年人所教导的，是我们所给予的，甚至是我们强加的。
我们将这些观念传达给他们，还把许多在我们看来能够圆满地完成这些思想的所谓的范文印发给他们
。
他在《师生情》一篇作文里写道：“下大雨了，我想到批改作业的老师还没有回家，就给他送雨伞（
小学语文课文中的“看图作文”就有这样一个图景）。
”他在《我应该这样做》之类的题目下，总是捡钱包，上回捡了一个中国人的，这回捡了一个外国人
的。
他总是送一个迷路的小孩回家，总是搀扶一个老大爷过马路，天下的好事简直全被他一个人独揽了。
　　说起来，他们似乎有点不幸。
小小年纪，就思维定向，被几条观念所牵引和束缚，把偌大一个就在他身边流动不息的世界丢失了，
而限制在一条狭窄的、荒凉的思维轨道上。
　　还是让我来说一些历史的教训——　　我们要说的还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些作家。
他们在思想上失去了自由。
他们被一些带有行政性的政治概念框住了大脑和心灵。
他们迷失了。
他们如同得了遗忘症，从前那些复杂的人生经验，精彩绝伦的生活故事淹没了，只剩下一些干巴巴的
观念——他们不得不根据这些观念去进行所谓的文学创作。
这简直太困难了。
他们甚至被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共同奋斗，然而一个由许多人参加的创作组废寝忘食许多日子，也
不能取得成功。
回头再读那些“艺术品”，不禁使人感到悲哀。
　　我曾看到一幅所谓的画。
它是根据某一个教条被创造出来的。
创作它的竟然还是一些受过美术学院高等教育的美术家。
那幅画毫无艺术价值可言，想象力平庸到使人落泪的程度。
几年前，我在朋友家又看到了一幅画。
那是朋友的七岁的小女儿的信手涂鸦。
那天真纯洁的思想，那无拘无束的浪漫的想象，那近乎于现代派的平涂的鲜艳色块，令人惊叹不已！
这幅画能让那些画家们害臊得无地自容。
　　回首看，不寒而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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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写作文这件事上．中国的少年缺乏足够的自我意识与自主权利，他们预先（通过礼会、学校与
家庭）被灌输了种种不利于发现自己生活的思想一套机械的、僵硬的、幼稚的、教条的、程式化的、
抹杀个性的写作文的纲领和方式，迫使他他将自己的身体扭转过去背对自已那份熟悉的生活．而睁大
了眼睛，根据儿条空洞的思想去寻觅一些所谓崇高的、伟大的、光辉的人和事。
　　——文轩　　我曾经给北人的自主招生出过一道作文题．可能大家也都知道，社会上很有名，就
是要求模拟贪官的口气、写·篇检泔⋯⋯我出这个题目是要学生去揣摩坏人的心理。
其实坏人是跟我们一样的，什么贪官、可能就是我爸爸，是跟我们一样的人，你去揣摩他的心删．想
一想他在那个场合，心里是怎么想的，这才是正确的。
　　——孔庆东　　去年的高考作文题是《北京的符号》，这个题目出得好．可以考出学生的水平来
天安门是北京的符号，可以吧？
长安街是北京的符号，也可以吧？
人家都知道天安门还用你说啊．但是一个学生想的就很巧．他写了老舍，老舍写老北京嘛，写了很多
文学作品，《骆驼样子》什么的。
一说老舍就想到北京，他从这个角度写文章写得就很好作文就是这样，路子是你的，你从这条路进去
，别人从那条路进去，看谁的路子好，谁的路子巧一点这是命题作文。
　　——梁衡　　鲁迅对《孔乙己》的评价是很高的，甚至认为是自己的短篇小说里最满意的一篇，
认为这篇小说写得“从容不迫”　他提出厂一个很重要的小说观念．或者说是审美观念，就是“从容
”鲁迅认为小说应该写得从容不迫。
　　——钱理群　　现在把小学澡本，中学课本，高中课本．当中选的所有的古文、涛、词背下来，
你会终身受益无穷的，你会超过季羡林先生提出来的标准。
　　——何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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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顶级命题专家直击高考作文命题核心，曹文轩、孔庆东、梁衡、钱理群、何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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