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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认为，小孩子的作文写得好坏，更多

应归结于是否拥有写作天赋。但读《梁衡的 21
堂作文课》，改变了我的想法。我同意梁衡在书

中说的：写作文有章法可循。复旦大学近几年开

设了创意写作专业，教学生怎样写小说。写作文

与写小说其实一样，都是可以教的。天赋归天

赋，技术归技术。

梁衡，年逾七十，是著名的学者、新闻理论

家、作家。他的文章曾多次入选语文课本。作为

老一辈新闻工作者，以及获得多项文学奖的作

家，梁衡在数十年的写作生涯中，总结了一套简

单有效的写作技巧，这也是本书阅读起来，轻松

易懂，便于学习的原因之一。

现在，市面上教写作文的书籍很多。作者

有的是在职语文教师，有的是畅销书作家。有

的说写作题材来源于生活，有的说多读课外书

才是王道。但梁衡的书与这些书不一样，言简

意赅，直奔主题。他在自序里写道：“背书是写

作的基本功。”这是很多教写作的老师不敢说

出来的话。我也认为写作就应该自由，不应该

用背诵去束缚写作者的创造力。但经过梁衡解

释，我豁然开朗。他说，语文就是学习字词、句

子与文章。写作，就是要将这些文字集合在一

处，通过体式，结构表述出来。写作水平，在一

定程度上依赖于这些基础知识掌握的好坏。强

调背与记，不是压抑创造性，而是强调文学的

继承性。“熟悉前人的文章，不但能向前人借

词、借句，还能借气、借势，翻出新意。”梁衡虽

然不是语文教育的专业人士，但讲起写文章，

他说的是内行话。

书中内容，都是梁衡多年写作心得的结

晶。21 堂作文课，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三个大的

主题：第一，什么是好文章？也就是懂得如何欣

赏文章，并能于其中学习写作技巧。第二，详解

写好文章的五种“调料”：形、事、情、理、典。最

后，如何把握文章材料、风格和语言。梁衡在每

堂作文课里，都以自己的文章作为范文，进行

分析点评。

梁衡认为，除了文字功底，内容的深浅与

风格的高下应该靠日常修养的积淀。由此，引

出写文章不仅要有写作技术，还应该有思想和

美感，这才是文章的精髓，或者说写文章的价

值所在。梁衡将文章分为描写文、叙述文、抒情

文、议论文四种基本类型，并就书写对象、角

度、势态，以及主要用途进行了讲解。写一篇好

文章，必须有创新精神，即便是老内容，也要写

出新角度。

然而，大家爱看的好文章，一定是美的，这

种美就来自于写作者的真诚，给读者的留白空

间，以及最好能讲出美的道理。梁衡以《春到黄

河边》《夏感》《秋思》与《冬日香山》为例，讲述了

春夏秋冬，几乎是人人都写过的主题。但经过仔

细思考好文章的标准，便能写出与众不同的文

章。写春天，落脚在节气，春分意味新一年开始

了。写夏天，以“我却想大声赞美这个春与秋之

间的金黄的夏季”结尾。写秋天，有由季节引发

的思考。写冬天，说的是冬日里的香山与其他三

季不同，有自己的“神精气朗”。梁衡总结：“写文

章一定要有形境、情境和理境的三层之美。”一

篇文章，由描述、抒情和哲理三个层面虚实结

合，才能使文章真正产生美感。书中分五章介绍

的好文章的五种调料，正是支撑文章美感的“五

诀”。以上便是梁衡独创的“二为、三层和五诀”

的文章作法。

最后，梁衡谈到文章风格，也就是我们前文

提到的修养，这是写作技巧解决不了的问题。我

们常说文如其人，风格就是人格。他说，青少年

学写作，不要急于追求风格。要以谦虚的态度，

多学多读，日久天长，自然而然会形成自己的文

风。与文风有关的还有语言，语言是文章的衣

裳，初写时就要对语言有要求，力求准确、鲜明、

生动。准确运用名词、动词、形容词，是写好文章

的基础。

写作并非没有诀窍，更重要的是怎样去理

解和运用这些诀窍。读梁衡的作文课，深感受益

匪浅。推荐青少年读，必有收获。

读书便佳
■ 耿艳菊

一段不长不短的小假期，这

美好轻松的小时光做什么事好

呢？古人书房里的那句简短的对

联是心中最好的答案——“为善

最乐，读书便佳。”

当别人欢喜雀跃得查路线、

购票去外面看世界，寻找诗和远

方的时候，我在网上寻寻觅觅，把

平常记录在笔记本上要读的书一

一选好，下单，等待它们如期而

至，以丰盈这段短暂的自由随心

的快乐时光。

平常的日子，每天也必然会

读一点书，但没有假期这样大块

的时间，可以慢慢地、细细地品

读。而读书又是日常生活必不可

少的一部分，如同吃饭一样给生

命供给营养。即使要忙着照顾家

庭，为生存奔波，也得挤出些许时

间读一会儿书，给心灵一点安静

的空间，让精神明亮一点。

记得有位作家谈论读书，说

躺在床上看书是最舒服的，尤其

是冬天的晚上，把脚一泡，早早地

爬上床，拥着厚厚的被子，斜靠在

床上，捧读古人书，那一种快活与

暖和，不要说什么成功和名利，就

拿天下来也不换。

我平日里每天看书的时间就

是这样天下也不换的珍贵时光。

劳累了一天，回到家，吃完晚饭，

洗漱完，每当躺到床上，拿起书的

那一刻，一天里所有发生过的一

切，不管是难过还是快乐，都因为

读书而有意义，心里只有两个字：

幸福。

但毕竟劳累了一天，又加上

早起，书读一会儿就困意袭来，常

常是刚读了几页不知不觉就睡着

了。夜读的这段珍贵时光很美

好，也实在太短暂。

因此，假期来临的时候，总是

令我充满了期待和喜悦，很多读

书的计划也在这段时光里可以悠

闲地完成。时间上充足，心理上

也放松了，读书时也特别容易进

入状态。

像《红楼梦》这样悠长的古典

小说，我都会选择在这段时光里

慢慢品读。这次选购的书籍里就

有《红楼梦》，家里已经有两套了，

但选本不一样，出版社不一样，此

次购的又是一个选本。《红楼梦》

这样的厚书，我每年都会读一回，

每回都会有新的收获，它值得一

读再读。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

为君开。”等待书籍到来的心情，

就像等待知心老友一般。把窗下

的沙发打理得温馨舒适，抱枕、毯

子，重新清洗，阳光下暴晒。这明

亮带着阳光味道的角落是打算在

假期静心读书的地方。

车水马龙，笑语喧喧，熙熙攘

攘……这不是我喜欢的世界。我

喜欢的是书籍里的那份安静和缓

慢，像被人遗忘的园林，那样静静

地，悄悄地，缓缓地，跟着日月星

辰静静生长，四时轮转。

今天看到池莉的一篇散文，

她写道：“慢慢来，还不止是比较

快，还不止是一种时间节奏，还不

止是一种怡人的从容，更是一种

往深刻里浸透的深邃。这种浸

透，能够触及到你的灵魂，能够在

你灵魂里铭刻你的生物记忆，纵

然外界总是刮着急急的流行风，

也卷不走那个泰然自若的你，这

叫活着。”

她写的这篇散文说的当下世

界的快和慢，我觉得这段话形容

读书也是很贴切的。读书，很少

有立竿见影的快效果。而读书的

美好，恰恰就在于它的慢。这种

慢的力量又是那样从容强大，就

是那种往深刻里浸透灵魂的深

邃，影响着一个人的胸襟和气质。

美国自然作家唐纳德·C·皮阿

提的《四季物语：春花、夏蝉、秋叶、

冬雪中的自然记趣》，是以年历的形

式写就的一部自然之书。书中向我

们展示了一个奇妙的自然世界：花

朵，草木，鸟儿，昆虫，两栖动物，哺

乳动物……各自展现出独特的存在

状态，从中我们看到了生命的丰富

性和多样性。

2 月 26 日，唐纳德写道：“短短

几个星期以前，我听到了树雀在冬

日闲谈中发出的冰冷叮当声响；现

在，它们已经在唱春天的交配歌了，

并且不再成群结队——每一只灰色

的小情郎鸟儿，都退到自己的树丛

嫩枝，单独在阳光中婉转歌唱。”9
月 5 日，他看到了紫菀盛开：“夏日

森林中出现了小紫菀，高雅的淡紫

色，叶子呈心形。然后在沼泽上，紫

菀急急忙忙地绽放。”生命的多样就

是生命的美，通过唐纳德·C·皮阿

提在一年四季 365 天的观察和描

述，我们不禁惊叹于生命的美！

作为一名自然作家，唐纳德熟

知许多自然学家的名字：林奈、布

封、拉马克、达尔文、法布尔、巴斯德

……他在这些自然学家出生那天的

日历中，用简洁的文字勾勒出他们

一生的成就，由此我们知道，由于他

们可敬的努力和探索，丰富了人类

认识自然的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

唐纳德对许多自然作家如梭罗、约

翰·巴勒斯、理查德·杰弗里斯、赫德

森等人做了简明扼要的描述，中肯

评价了他们在自然文学写作方面的

成就。经由他的记叙，我们知道了这

些伟大的自然学家和自然作家，如

何通过对大自然的长期观察、研究

和写作，让生命散发出永恒的光辉。

唐纳德·C·皮阿提具有专业的

自然知识，他了解物种的分类与分

布，知道物种的生活习性和生长发

育过程，以及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

互斗争的关系，因此，他能够从客观

的立场、以专业的视角看待物种的

生命。他把观察到的自然现象和专

业的自然知识，用文学的语言加以

诠释，这使《四季物语》一书具有鲜

明的特色，体现出唐纳德·C·皮阿

提对自然作家角色的自我理解：“全

能的自然学家……对于科学的用途

是有相关性的，他们在别的地方是

诠释者的角色。”

美国自然作家约翰·巴勒斯曾

说：“我的书不是把读者引向我本

人，而是把他们送往自然。”《四季物

语》也是这样一本书，它引领我们重

返自然，思考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

置身于自然中，我们会逐渐意

识到，人是自然万物中的一部分。我

们应该善待自然，保护自然，从对自

然的合理利用中、在与自然的和谐

相处中获得自身的满足。这样的理

念在《四季物语》中所描写的一位美

好的农夫的生活中得到体现：“没有

人像一位美好的农夫那样拥有所有

的东西，可以过着真正高水平的生

活。一位美好的农夫知道如何去发

现最大的满足——在一亩黑土地

中，在一桶酒中，在和妻子的一次拥

抱中，在一匹很大的马儿中，以及在

一片美好而成熟的林地中。大家需

要他、使用他、珍视他，让他获得预

定的成果——这就是他回馈大家的

礼物。”虽然我们不一定非要成为农

夫，但是我们应该拥有像一位美好

的农夫那样面对自然和生活的心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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