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９ 年中国创意写作研究年度观察

□ 刘卫东 张永禄

当 代 创 意 写 作研 究 （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ｗｒｉ ｔｉｎｇｓ
ｔｕｄｉｅ ｓ ） 的兴起与 ２０ 世纪 ８ ０

年代以来 英语 国家创意写作全球化

发展态势密 切相关 ， 其最初动 力在

于高等教 育体系 内创 意写作教育亟

待重整以工坊 （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 为核心的

教学方法与 理念 ，
同 时 回应创 意写

作社会化实践 （
ｓｏｃ ｉａｌ

ｐ
ｒａｃ ｔ ｉｃｅ ） 遇到

的问题 ，

［
１

］

并在学术层面进
一

步回 溯

１ ４０ 余年 学科史构建 独立 的学术身

份 。 在这 个背景下 ，
中 国 创意写作

研究兴起于 ２００９ 年 ， 在理论层面 以
“

中 国创意写作学
”

的构建与社会化

实践路径探索为重心 ，

［
２

］迄今已有 １０

余年 。

以 ２０ １ ９ 年 中 国 创意写作研究领

域 ３００ 余篇 期 刊论文 、 学位与会议

论文为基础 ， 通过历 时性 的文献 回

溯 与 比较 、 横 向 的共时性 的文献 归

纳 与 综 合 ， 可 以 看 到在宏 观 层 面

２０ １９ 年度 中 国创意写作研究主要包

括创意写作 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的拓

进 、 创意写作社会化 实践研究的 突

破 ， 以及创意写作教学实践研究 的

深耕三大基本面 。 整体上 ，
２０ １ ９ 年

度 中 国创 意写作研究总体上延续 了

近年来创意写作本体论 、 实践路径 、

教育教学 、 学科研究等既有的格局 ，

但又有新突破 。 特别是创意写作本

体论研究取得新进展 、 创意 写作 与

文化产 业 的关系研究 成 为新热点 、

院校创意 写作课程教改与个案研究

成为新气象 、 创意 写作与新媒体研

究成为新话题 、 创 意写作 的跨学科

实践 （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ｗｒｉｔｉｎｇａｃ ｒｏｓｓｃｕｒｒｉ ｃｕ
－

ｌｕｍ
） 成为新风向 、 通识教育视域 中

的创意写作研究 不断推进 ， 这 共 同

构成了年度 中 国创 意写作研究 的多

维一体图景 。

―

、 创意写作基本理论研究的拓进

２０ １９ 年中 国创 意写作研究 突 出

的成果首要体现在基本理论研究方

面的拓进 ，
主要包括重新理解 和定

义创意写作而提 出创意写作视域 中

的本体论问 题 、 创意 阅读与写作 的

关系研究 、 创 意写作视域中 的作者

研究 、 学科史研究 以及创意写作教

育研究与英语 国家创意写作研究共

同具有实践 、 研究和教育 （ ｐｒａｃ ｔｉ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

ｅｄａ
ｇ
ｏｇｙ ） 三重维度 。

［
３

］

第一 ， 创 意 写作 视域 中 的本体

论研究是 ２０１ ９ 年度 中 国创意写作研

究的重要进展所在 。 在重新定义和

理解创意写 作方面 ， 主要 以葛 红兵

基于创意写作视域 中 的创意本体论

研究为代 表 ， 与英语 国家创意写作

研究前沿从本体与认识论 （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ｅｐ 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 角度探寻创意写作

学科独立身份的研究遥相 呼应 。

［ ４ ］

葛

红兵与冯汝常从本体论层面对创意

写作 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

探讨 ， 提 出
“

创意写作学应 以
‘

人

类以语言为媒介的 原创力 的养成及

实现
’

作为学科逻辑起点 ， 从
４

文

明对人 的原创力 的压抑
’

切人 ， 分

析人的原创力 的本质 与 特性 、 人的

可能原创 力及实现原创力 ， 在
‘

人

的解放
’

和
‘

人的发展
’

的视域中

研究人 的 原创 力 解 放 问题 ， 论证
‘

人人能创造
’ ‘

人人能写作
’

的人

的原创力 图 景
”

［ ２ ］ １ ３

。 在此基础 上 ，

葛红兵的 《创意写作学本体论论纲 》

论述了
“

在创意 写作学视域 中创意

是 人 自 我 实 现 的 根 本 性 实 践 活

动
”
［

５
］

，
这些观点从本体论层面 阐述

了
“

创意写作学是 以创意为本体论

的新型写作学
”“

创意写作是
一

切创

意创新 的重 要母源 ， 是文化创 意创

新的重要上游环节
［
６

］

。

”

与此相 应 ，

基于创意本位 的创意写作研究 以及

相应的批评实践 、 研究方法也 已经

呈现 。

［

７
］但是 ，

后续如何进一步夯实

创意本体论 ， 用 以 有效地解释和指

引 当前 的创 意写作研究及相关的实

践活动则是接下来的新挑战 。

第二 ， 创 意 阅读与 写作 （ ｃｒｅａ
？

ｔｉｖｅｒｅａｄｉｎ
ｇ

ａｎｄｗｒ ｉｔ
ｉｎｇ ）的关系研究

一直是 中 国 创意写作研究领域关注

的基本理论 问题之
一

。 ２０ １９ 年度其

研究主要 以许道军的 《

“

像作家一样

读书
”

： 从新批评到创意 阅读——创

意写 作 活 动 中 的 阅 读研究 》 为 代

表 ，

［
８

］

这 一理念在 中 国 主要 以 刁 克

利 、 王宏 图 、 许道军 等人为
“

像作

家
一

样阅读
”

（ 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ｓ
ｗｒｉｔｅｒ ） 主

要研究者和观念传播者 ， 目 前 已经

在创意写作基础教育群体得到认同 ，

但是尚 未从构建中 国创意写 作学 的

系统角度来界定它 ， 也亟须将之与

创意写作基本理论研究整合 ， 不断

探究其内涵 。

第三 ， 创意写作视域中 的作者

研究是创意写作基本理论研究的重

要构成 。 其 中 ， 以 刁 克利 出版的著

作 《作者》 中对英语 国家创意写作

学科史 的勾 勒与 阐述为 代表 ， 是鲜

少直接聚焦创 意 写作学科史视域 ，

勾勒其演进 、 阐发其 内 在逻辑 ，
且

与作者研究融通 的 研究成果。

［
９

］

不

过 ， 作为文学批评 、 文艺理论研究

共有的 问题域 ，
创意写作视域的作

家研究仍待进
一

步勘察 自 身 的理论

特点 。



第四 ， 创 意写作学科史 研究 主

要体现在重新梳理英语 国家创 意写

作发展历程 ， 从学科史的角 度清理

其基本理念 ，
发掘可供创意写作 中

国化发展借鉴 的资 源 。 高尔雅 与郑

周 明 的 《 美国 创意写作培养机制 与

培养 目标问题研究 》 ，

［ Ｗ 立足于美 国

创意写作学科史的视 野寻求人才培

养机制和 目 标 的基本规律 与经验借

鉴 ， 为高等院校创意 写作人 才培养

提供 了参考 。 另 外 ， 亦有研究 者尝

试对 １ ４０ 余年创意写作学科史进行

了梳理和归纳 ，

［

１ １

］探求整体上可 以 阐

述创意写作学科发展的基本框架 。

第五 ， 创 意写作 教育 研究 主要

立足于创 意写 作在高 等教育领域 的

开展所面 临 的 困境 ， 力 图 在经验与

学理两个层 面给 出 阐 释 。 以 惠州 学

院颜敏的 《联觉与创意写作》 为例 ，

其研究寻求创 意写作 的 内部规律与

实现机制 ， 在研究脉络 上与近年来

创意写作 研究 中创意 思维培 养 、 潜

能激发具有关联性 。

［
１ ２ ］

另外 ， 还有雷

勇的 《创意写作 的教育维度 》 聚焦

创意写作 的 教育教学意义 ， 从教育

的层面为创意写作 的落地 寻求可行

路径 。

［
１
３

］这些研究从创意写作教育遇

到的实际 问题 出 发 ，
在方法与 观念

层面做出 了新 的探索 ， 其系统性 以

及如何在教育思想层面 与学理层 面

进一步确认则是后续 的任务 。

二 、 创意写作社会化路径

研究的突破

中国 创意写 作社会化实践研究

成果的 不断涌现 ， 其现实基础在 于

近年文化产业 的持续 高速发展 ，
以

及上海 大学 、 西北大学 、 广东 外语

外 贸大学 、 广东 财经 大学 、 香港公

开大学 等面 向 文化产业 的创 意写作

教育的不断成熟 。 中 国创 意写作社

会化实践的研究 中 ， 除 了 文学人才

培养 ， 最为 突 出 的现象就是创 意写

作社会化实践的观念融合 、 与地方

文化产业结合 、 探索创 意写作与创

意城市关系 、 创 新创业教育实践 四

个层面的研究 。

第一 ， 创 意写 作社会化 实践观

念的探索与 融合 。 复旦大学 王宏 图

对文学人才与创意产业人才 培养之

间 的关系有着明确判断 ： 显 而易见 ，

上述两条路径并不 是截然对 立 ， 而

是相互交叉 ， 各 有侧重 。 对文 学创

作能力 的培养训练也有 助于学生大

脑想象力 的开发 和语言 表达能力 的

提升 ， 而这也是 创意产业人才必备

的 素质 ；

［
Ｍ

］ 中 国 创意写作学科发展

１ ０ 余年来 ， 培养作家和面 向文化产

业的创意型写作人才 问题始终是讨

论的 焦 点 ， 作家与 面 向 文 化产业 、

公共文化等层面 的 人 才何 以 共存 、

互为支撑 ， 其学理 阐释与个案梳理

至此有了进
一

步的明确 。

盘

点

６３



第二 ， 创 意写作与文化产业关

系研究成为 ２０ １９ 年度重要话题 。 刘

赛的 《创意写作社会化的路径选择

研究 》 明确将创意写作 的社会化实

践作 为 研究 问 题 域 ， 提 出 了 通 过
“

协同写作的共识理念
” “

社会化的

创意力机制
”

推进创意写作社会化

实践 的思路 。

［ １ ５ ］

湛鹏飞 的 《创 意写

作与文化创意产业 的发展 ： 综述及

展望》 则指出 ：

“

创意写作推动文化

创意产业发展 的研究 主要体现在培

养商业意识 、 纳入产业链 、 结合本

土文 化 资 源 以 及协 同发展 四 个方

面 。

”
［

１６
］

贺军的 研究则立足于文化产

业与创意写作的发展问题展开 ，

［

１ ７
］相

应的还有研究试 图立足于创意写作

中 国化 的语境 ， 阐 明 三者之间 的关

联 ，
探寻

一体化 的创 意写作路径模

型 。

［
１ ８

］

这些研究立足于创意写作社会

化实践的宏 阔背景 ， 在学理 、 路径 、

个案等角度分别进行了探讨 。

第三 ， 创 意写作 与 创意 城市 的

关系研究是 新的研究焦点 。 创 意写

作与创意城市实践方面的研究 是对

创意写作社会化实践领域 的进
一

步

拓宽 ， 是基于中 国文学教育 、 文化

产业发展对原创型人才培养 的需求

等现实而提 出 的 。 该方 向 的研究主

要有葛红兵与高翔 的 《

“

创意国 家
”

背景下 的 中 国 当代文学转 型——文

学 的
“

创 意 化
”

转 型 及其 当 代使

命 》 ，
以 文学 的创意化转 型 为着 眼

点 ， 基于创意国家 （ ｃｒｅａ ｔｉ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

的宏阔 背景探索创 意写 作在创 意城

市框架下的可能发展路径与空 间 。

［ １ ９ ］

面向 创意城市的创 意写 作研究其脉

络可 以 追溯 至 葛红兵 ２０ １ １ 年 的 观

点 ，
而在 ２０ １ ９ 年呈现了新 的整合性

的思路 ， 即贯穿 文学教育 、 文化产

业与文化创新之间 的理路 ， 力 图 为

中国创意写作发展提供相应的学理

归纳 ， 它最为 突 出 的 特征是把创 意

写作
一

系列 的实践统
一

在创意 实践

（
ｃ ｒｅ ａｔｉｖｅ

ｐｒａｃｔ ｉｃｅ
） 的视域中 。

［
２ 。

］

第 四 ，
立足 于地方文 化资源 与

教育资源的 具体情况 ， 面 向创新 创

业教育层面的研究也开始不断拓宽 。

这类研究主要强调通过创意写作 直

接面对市场 ， 培养新型文化创意 人

才 。 重庆邮 电 大学移通学 院创意 写

作学院毕然等为代表 的研究 ， 聚焦

创意写作与地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

提出 了
“

有 目 的有策略地实施高校

与地方文化 的联结 ， 将教 师 、 学生

的创作意识 ， 通过项 目 制激活地方

文化资 源
”

的观 点 。

［

２ １

］

不 过 ， 就 年

度该方 向 的研究 总体情况观察 ，
这

类研究虽然思路上与英语 国家创 意

写作研究 中 创 意 写作 与 本 土 文 化

（ ｃ ｒｅａｔ ｉｖｅｗｒｉ ｔｉｎｇａｎｄ ｉｎｄ ｉｇｅｎｏｕｓ ｃｕ ｌ
－

ｔｕｒｅ
） 相对应 ，

［
２２

］

但是 目 前 国 内 尚少

有结合 中 西创意写作两种视域直接

对话 、 比较的研究 。

另外 ， 随着创意写作 基本理论



研究的拓进 ， 为新 的 学科实践提供

了新的 学理和观念支撑 ，
在此基础

上跨学科 （
ｃｒｅａｔ

ｉｖｅｗｒｉｔｉｎｇ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 ｅ

ｃ 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 实 践也成 为研 究 的要

点 。

［
２３

］

叶 炜在 《光 明 日 报》 发表的

《实践中教 ， 实践 中学
——创意写作

发展方向展望 》 ， 勾勒了创意写作跨

学科的实践 的基本理路 ， 指 出 了创

意写作 面 向 文 化产业 与 创意 城市 ，

与艺术学科结合的 契机 ， 思路具有

前瞻性 。

［ ２４ ］

此外 ，
以蒋颖茹的研究为

例 ， 论述了 游戏写作与创意写作 的

内在联 系 等 ，
尤其是考虑到 国 外游

戏设计与创意写作 （ ｇａｍｅｄｅｓｉｇｎａ ｎｄ

ｃｒｅａ ｔｉｖｅｗｒｉ ｔｉｎｇ ） 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

它呈现 了创意写作在 中 国进
一

步跨

学科发展的新的可能 。

［

２５
］

三 、 创意写作教学实践研究的深耕

２０ １９ 年创 意写作教学实践研究

首要成果就是对 国 内外工坊制经验

和理论的进一 步深耕 ， 此外还有 对

课堂工坊制教 学方法 的梳理 、 高校

教学实践与经验模式 的 专门 研究 以

及面 向基础教育 领域 的创意写作研

究涌现四个方面 。

第
一

， 对 国 内外 工坊制 经验 与

理论研究 的继续深人 ， 构成 了 年 度

创意写作 教学实践 与研究 的 主线 。

许道军 、 冯现冬 的 《创 意写作十五

堂课》 力 图为工坊设计和教学提供

完整的参考框架 ， 并 对其 中 的基本

原则 、 技巧进行了整体归纳 。

Ｕ６
］

高翔

的 《从价值定位到范式建构 ： 西 方

创意写作工坊教学法研究述论 》 是

２０ １ ９ 年度对英语国家创意写作工坊

进行的最为系 统和全面的研究论文 ，

全面考察 了工坊研究领域有代表性

的论文及 其理念
，
并进行了 归纳 和

分类 。

［
２７

］

与此研究相关的还有对国外

作家工坊的研究 ， 梳理了创意写作工

坊的基本类型 ， 并结合案例进行 了论

述 ， 但 尚未明确梳理其教学体系 。

［

２８
］

第二 ， 在 工 坊研究 的 基 础 上 ，

工坊制 教学实践方面 的研究有 意识

地聚焦 中 国创意写作教育 教学具体

课程 、 活动 的 开展 和实施 。 赵思运 、

高旭等人 的创意写作工坊研究表明 ，

工坊教学 在中 国 高等 院校 内 已经取

得初步成效 ， 其教 学方 法与运作模

式也与 中 国 现当 代文学教育产 生 了

融合 。 另 外 ， 英语作 为第二语言 的

创 意 写 作 （
Ｃ ｒｅａｔ ｉｖｅＷ ｒｉｔ ｉｎｇｉｎｔｈｅ

ＥＳＬＣｌａ ｓｓｒｏｏｍ
） 研究也是 ２０ １ ９ 年度

中 国创意研究 的 重要 拼图 。 戴凡 与

郑伟 的英文论文 ａｒａ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ｃｒｅａｔ ｉｖｅｗ ｒｉ ｔｉｎｇｉ ｎ

（：；＾？ 指出
“

用外语进行写作或学习

写作 ， 不仅可 以帮 助作者对文化差

异有更深刻 的认识 ， 也是教授外语

创 意 写作 的 重 要方面
”

［
Ｍ

］

。 戴凡 、

李菱 的 《英语作为外语的 创意写作

在教学与研究 中 的定位 》 则将创意

写作作为
一

种艺术实践 ， 明 确论述

盘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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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创意写作过程 的学术性
”

。

［ ３°
］ 以

戴凡 为代 表 的 英语创 意写作 研究 ，

其论述与英语 国家创意写作研究 的

前沿问题结合 ， 具有 学科史与 中 国

创意写作教育双重视域 ， 近年来
一

直

是中 国创意写作研究 中 的独特构成 。

不过 ，
总体上 中 国 创意写作研究对

英语创意写作的重视程度还不够 。

第三 ， 高 校创 意写作教学实践

与经验模式不断改进 ，
多位学者已经

提出 了立足于本土化进一步拓展创意

写作教学 ， 相关 的 教学实践 的案例

研究也成 为重要现象 。 复旦 大学张

怡 微 的 《潜 在 的 与 缺 席 的
——

谈
“

创意写作
”

本 土化研究的 两个方

向 》 明确 提出 了创意写作本土化研

究的具体方 向 三亚学院冯汝常则

主要从宏观层面对创意写作本土化

过程中 的基本展 开逻辑及其路径进

行了综合性论述 ，

“

尤其探讨作为公

共课或通识教育 的创意写作课
”

的

建设空 间 ， 为 中 国高校 引 进创意写

作提供了基本的梳理。

［
３２

］另外 ， 创意

写作个案研究成为创意写作年度研

究的新 的趋势 。 例如陶磊 、 南博采 、

龚绍 、 佘 飞 分别 撰写的 复旦大学 、

西安 翻译学 院 、 三亚学 院 、 重庆 邮

电大学移通学 院创意写作学院 等案

例 ， 其中蕴含 了作 为通识教育的 创

意写作实践理念 以及把创意写作作

为文学教育改革可行选项 的探索意

识 。 这些研究虽然 尚 未直接将个案

置于创意写作学科史 的视域在纵 向

结合学科史为个案定 位和 比较 、 在

横向层面进行理论 阐 发 ， 但仍具有

重要启发意义 。

第 四 ， 面 向基础教育 领域 的 创

意写作研究成 为年 度新的现象 。 随

着创意写作研究对基本理论 、 工坊

教学方法 的研究纵深展开 ， 与语文

教育改革 背景下写作教育的探索不

断深入产生 了 共振 ， 面 向 中小学生

的创意写作研究成为热点 。 以谭旭

东的 《从创意视角谈怎样写好高考

作文》 为例 ，

［ ３３ ］

创意写作注重 自 我表

达 （
ｓｅｌｆ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 的基本理念 已经

在基础教育领域得到 了
一

定的认同 。

就整体而言 ， 面向基础教育 的创 意

写作研究 亟待展开 ， 如何立足 于创

意写作学科史 ， 厘清其中 理念 与话

语脉络 ， 实现与 当前语文教育结合 ，

同时避免把
一切青少年写作泛化地

归为创意写作 ，
这是基础教育领域

创意写作研究题中应有之义 。

四 、 创意写作在中 国 ：

未来展望与 当 前困境

综观 ２０ １９ 年创意写作研究 的基

本面 ， 回顾 １ ０ 余年创意写作研究 ，

以葛红兵 、 王宏图 、 刁克利 、 戴凡 、

许道军 、 冯汝 常 、 黄健云 等人的研

究为例 ， 创意本体论 的提 出 、 创意

写作学科史的勘察 、 作家工坊研究 、

创造性 阅读 与写作 、 作者研究 、 创

意写作 与传统写作异 同研究 、 英语

创意写作 、 创 意写 作创意理论等研



究 ， 初步 回答 了 创 意写作 与传统的

写作研究之间 的关系 ， 在构建
“

中

国创意写作学
”

的话语 、 理论 、 教

学框架方面具有 重要 意 义 。 另 外 ，

包括作家 张炜 、 叶炜 、 张怡微等都

有相关的专文讨论创意写 作 ， 许多

研究者兼有 学者 、 作家身 份 ， 这为

中国创意写作研究 的进
一

步发展提

供了充分的准备 。

但是 ， 同时也应 看到 中 国创 意

写作教育的分层与 区隔也非常明显 ：

本科阶段与研究生 阶段的分层 、 文

学的与文创 的创意写作 的分立 、 通

识教育的与精英培养理念 的并立等 。

不过 ，
在这些研究理念与现象背后 ，

也可 以发 现中 国创意写作 在多 个层

面具备 了基本共识 ： 即 文学教育 改

革是中 国创意 写作 的基本语境 ， 学

科史的勘察是进
一

步构建 中 国特 色

创意 写作话语 、 理论 的基础 工作 ，

面向 文化产业的创 意写作是 中 国创

意写作的 宏观背景 ， 公共文化是 中

国创 意写作 亟待 融人 的 新的 空 间 ，

创意写作 的跨学科实践随着新媒体

技术 、 文化产业 和创 意城市建设 而

进一步成为现实 ， 创意 写作作为通

识教育也成为 新的 可行路径 。 总体

上 ， 中 国创 意写作 的发展 已经进入

学科化 、 专业化发展 的快车道 ， 中

国汉语创意写作教育与研究成为世

界创意写作的重要组成 ，

“

中 国创意

写作学
”

研究 与创 意写作 的 中 国话

语正在形成 ， 理论输 出 也具备 了相

应的基础 。

最后 ， 就 ２０ １ ９ 年 的创意写作研

究而言 ， 亦存 在诸 多 的困 境亟 待突

破
，
针对当前中国创意写作研究的 问

题 ， 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亟待深人 。

第
一

， 针对 当 前创 意写 作研究

特别是教育教学方 面 遇到 的 问 题 ，

应从创意写作学科史与 院校具体的

情况两个视域 出发 ， 把问题置于创

意写作学科史的深处与 中 国创意写

作研究的具体语境 考量 。 如许道军

指出 ，

“

创意写作在中 国 的发展 出现

了非专业化 、 庸俗化 、 泛化 以 及 三

者混合 的现象
”

［ ３４ ］

。 诸多分歧很多

是 由于对创 意写作学科史 的研究 尚

不够深入 ， 对创 意写作在英语 国 家

多元化 图景 了解 不足造成的 ， 导致

了把创意写作与传统写作教育对立 ，

认为创意写作仅仅是实践性的学科 。

第二 ， 在构建 自 身学术 身份 的

同时 ， 创意 写作如何把握 以实践为

突 出特质与创意写作学术研究 的关

系值得深入研究 。 尤其是王宏 图所

指出 ，

“

在 当下各髙校创意写作专业

兴盛的表象背后 ， 也潜藏着诸多危

机……创 意写作 如果只是一 门 实践

性 的专业 ， 它又如何能学科化 ？ 如

果成功地 实现 了学 科化 ， 被纳人 了

严整的学科体制 内 ， 它不 是又走到

了创立时初衷的反面 ？

”
［ １４ ］ ８

张国龙对

此也有 明确追问 ：

“

既然
‘

创意写

作
’

确实为 写作带来 了新变 ， 那 么

它能否改变创作和批评貌合神离 的

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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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弊 ？

”
［
３ ５

］

同 时 ， 宋 时磊也提 出 了

“

创意写作研究论文的现状与学术瓶

颈
”

问 题 。

［
３６

］ 显然 ， 参照英语 国 家

创意写作在教育体系 内 的现状寻求

与文学研究 （
ｌ ｉ ｔｅｒａｒｙ

ｓ ｔｕｄ ｉｅｓ
） 、 作文

研究 （
ｃｏｍｐｏｓ ｉｔ ｉｏｎｓ ｔｕｄｉｅｓ ） 并列 的 目

标也并不 是根本 目 的 ， 而只 是阶段

性的 目标 。 如何保持学科既有 的实

践为 中 心 （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ｌｅａｄ
） 的 品 格 ，

同时为指导包括社会化实践等而有

效地推动理论研究 ， 这是 中 国创 意

写作研究下
一

个 １ 〇 年真正要考虑的

问题 。

第三 ， 中 国 创意 写作研究需要

更多聚焦学科在本土不同 地区 的发

展策略研究 ， 中 国化过程 中 的 问题

是多样 的 、 复杂 的 ，
需要从具体 的

问题出发进一步推进理论研究与社

会实践 的结合 。 例如 ，
冯汝常指 出

“

在区域文化知名度与文化创意产业

的支持上都 比较弱小 ， 传统 的写作

课程不受 学校重视 ， 即使争取 到创

意写作课程 ， 在建设上也面临诸多

困难 ， 难以形成独具特色 的 区域性

内容 的创意写作课程
”

［
３２

］
３３７

。 这些都

需要 中 国创 意写作研究在构建 自 身

理论的 同时 ， 进
一步 聚焦 中 国 各地

院校发展 中 的 现实 困境 ，
从现实 出

发进入理论层面 的探索 。 特别是在

创意写作数字化转向 （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ｗｒｉｔ

？

ｉｎｇ

’

ｓｄ ｉｇｉｔａｌｔｕｒｎ ）的背景下，

［ ３ ７
］


创意

写作研究如何 回应这些 问题也 是下

一个 １０ 年中 国创意写作研究需要 回

应 、 介人的问题 。

总体而言 ，
继葛 红兵提 出创意

写作 的发展
“

中 国化创生与 中 国 气

派构 建
”

命题 以来 ，

［
３８

］

中 国创意写

作研究具备了初步的学科反思能力 、

回应写作实践的各种新 问题的能力 ，

拥有了理论创新 、 话语创新的基础 ，

这正是中 国创意写作研究下一个 １〇

年发展 的重要前提 。 目 前 ， 立足 于

中国文学教育 、 文化 产业 以及教育

政策等特定的语境 ，
如何在借鉴英

语国家创意写作研究成果的 同时形

成 自 身 的教学 、 学科研究特 色 、 理

论特色与实现理论输出 、 话语输出 ，

正是未来中 国 创意写作研究面临 的

重要任务。

［基金项 目
：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

年基金项 目
“

汉语创 意 写作 理论研

究
”

（ １ ８ ＹＪＣ７５ １ ０２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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