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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写作学科的基础理论与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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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意写作学在西方已经诞生一个世纪。由于一直存在着对学科性质的认识偏差，世界范围内目前创

意写作学的状况是有自己的学科史，没有公认和权威的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也许这正是世界创意写作学发展留给

中国学者的任务。中国创意写作学在反对传统中文学科内部“话语产生话语”的“学术理论机制”、“历史话语高于

现实话语，理论话语高于实践话语”的学科等级制度中肇始，呈现出偏重于实践而疏忽于学科理论体系建构的特

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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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对人的原创力的压

抑”切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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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于中国特色创意写作教育及产

业、事业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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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写作学科在中国经历了近 10 年的发展，从

对英美创意写作学科的译介引进，到面向中国历史、
现实寻找理论、实践资源进行内生性建设发展，从与

创意产业结合逐步打开产业视野，到进一步与公共

文化服务结合融入社区文化建设，创意写作在中国

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引进到创新、从教育到与产业、
事业联结等过程，成果是有目共睹的。笔者在世界

华文创意写作大会( 2015 年，上海) 创生时将大会的

性质定义为“国际华文创意产业界文创人员、职业

作家、写作教育者的行业大会”［1］，将大会的目标定

义为“促进华文创意写作人才的培养，促进华文创

意写作作品的培育，促进华文创意写作事业国际影

响力的提升，促进华文创意写作人才、作品与创意产

业、公共文化服务的联结，……推进华文创意写作学

科研究及教育教学发展”［1］。创意写作在中国诞生

之初，就被定义为“以创意思维养成为目标，以写作

为呈现手段，面向创意产业，培养创意产业原创从业

人才及创意事业服务人才的学科”［1］，从这个角度

讲，它拥有比其在欧美肇始时更自觉的实践学科定

位和社会角色意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创意写作

学科在发展过程中没有波折，未来不会遇到问题，事

实可能正好相反。

一 创意写作学科的中国化发展及问题

创意写作在中国由少数几个高校的试点实验发

展到如今近两百所高校的联盟［2］共创，由当初的孤

绝而至如今的热闹，其热闹的外观下，实际隐藏着可

能更加让人担忧的东西: 创意写作正从当初对于传

统中文教育来说的革命性反对者，变成了这个立场

的另一方向的合谋者。当初，创意写作反对的是中

文学科内部文艺理论“话语产生话语”的“学术机

制”、文学史学“拘泥于历史而对现实发声无力”的

“泥古机制”，反对的是这种机制的不及物，它与实

践脱节、与学生的能力需求脱节。同时，创意写作在

中国诞生之初，就在反对传统中文学科内的某种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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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等级结构———在那种传统的中文话语结构中，历

史话语高于现实话语、理论话语高于实践话语，古代

文学史课程是当代文学史课程时长的 8 倍，文艺理

论课程是创作实践类课程的 4 倍，有一段时间某些

高校的中文学科甚至全部取消了创作类实践课程。
“教育社会学是知识社会学和权力社会学的一个篇

章，而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实际上，它引

导我们理解旨在再生产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的机

制。由于这些机制在起源上和结构上与上述客观结

构相关，从而有助于对这些机制真相的误识，并因而

有助于认可其合法性。”［3］传统中文教育系统曾经

将学术区隔转化为学术话语等级和教师之间社会地

位的区隔，反过来这种区隔又对教师社会地位的区

隔合法化( 写作教师当年在传统中文教学体系中是

完全没有地位的，其学科话语处于这个中文话语体

系的底层，其教师的地位当然也处于底层，写作学甚

至没有核心期刊，不设高等级职衔) ，也就是说，“通

过在学术中立性掩盖下所强加的认知分类”［3］，传

统中文教育系统再生产了现存的中文学科社会关

系，不断地自我强化着而不是消除了这种学科资本

的不平等状况。
创意写作创生之初，为了打破这种不平等关系，

着意建构了另一种关系体系: 一种更多地依赖文创

产业的外部力量而将自己特别定位于“实践领域”
的学科; 为了强调自己不是传统中文学科体系中的

“一员”，它甚至不承认自己是“另一种中文学科”。
它不愿意自己被那种学科传统收编，拒绝“理论化”
“系统化”，拒绝创意写作的元理论研究。为了保持

自己属于颠覆者的革命性“他者身份”，创意写作甚

至重新定位了课堂和师生关系，认为在课堂上，教师

是没有地位的，他只是经验稍稍丰富一点的创写活

动的组织者。它把自己的课程形式定位于新型的

“工作坊”，在工作坊中，要求教师带项目来和学生

一起工作，教师可以帮助学生，但不允许高高在上地

“指导”学生。在课堂中，它不允许教师单纯讲授知

识，而要求教师亲身参与，把课堂变成师生的共同创

作实践。在这种认识之下，创意写作强调作家教学，

大量引进作家型教师，把创意写作变成了师徒相授

的经验传承。以上这些在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协会主

办的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大会第一届年会上，形成了

某种共识，且以宣言的形式发布，宣言讲道，“随着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中国公共文化事业的发

展，创意写作已经成为文化创意产业、事业的基础性

力量”［1］。尽管第一届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大会倡导

“在高校建立创意写作学科”，“改革中国高校中文

教育教学培养机制，创建中国化创意写作学科，为培

养具有现代意识的专业创作人才和具有原创写作能

力的创意产业核心从业人才做出更多的工作”［4］，

但很明显，大会认为这个“学科”是实践性的，它培

养的学生也不同于以往，不是文学史家、文学批评

家、语文教育工作者，而是创意产业基础从业人员，

“要求创意写作学科加强创意写作与文化产业、事

业的联结推广创意写作的社会化”［4］。由此，我们

看到，中国的创意写作学科建设者，实际上是把自己

的学科当作“实践领域”来认识。
这种思路，也延续到第二届大会。在第二届大

会的会议总结中，我们的总结者这样说，未来要在华

文作家的作品报告、会员成果发布、创作出版对接等

方面加强工作，同时尽可能多地促进华人青年创意

写作人才培训工作，让华文创作者有机会接近国际

创意写作大师，跟大师一起参加工坊创作，让大会成

为原创文稿创作经验交流及名家名作成果发布、创
意产业化转换对接、创意培训多层次共生的平台。
在第二届大会上，与会者呼吁社会应更多地关注创

意写作事业，政府和企业应更多地重视文化原创力

的养护与提升，吸引、组织文创人才考察经济发展及

投资环境，为地方发展建言献策，吸引世界级华文创

意大师、专业写作人才利用地方传说、风物遗存进行

创作，提高原创文稿创作水平和影响力，促进地方性

题材作品创作项目立项等等。［5］ 也是在那届大会

上，创意写作学科界请来了作家、企业界管理人等从

业领袖，以及阅文集团的加盟，让创意写作和社会产

生联结。那年，除了高端研讨活动之外，还在上海市

文化发展基金会的扶持下，同时组织了华文创意写

作周活动，请来了作家、企业家，组织了作品发布会、
研讨会，试图“打造中国创意写作界自组织平台，开

发世界性华文创意写作文化品牌活动，促进世界华

文文化创意产业原创力的提升，原创作品的创作和

原创人才的培养。”［5］

今天看来，三年前的第二届大会提出“期待社

会认可创意写作，期待创意写作走出校园，走出课

堂，与广阔的社会生活结合”［5］的设想与呼吁，依然

是有其现实价值的。即使是在今天，创意写作学科

被教育界认可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教育部依然

没有承认创意写作的独立学科地位，创意写作教师

面临学科地位不被承认，申请课题没有学科口径，发

表论文没有核心期刊阵地等问题。创意写作与社会

的广泛认可还有距离，创意写作界需要做的工作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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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创意写作也的确需要走出校园和课堂，去

证明自己的产业前景和在公共文化服务事业上的力

量，证明自己在创新中国战略中不可忽略的地位和

价值。也的确，中国正由生产型大国、服务型大国向

创新大国和创新驱动型发展大国转型，这个过程中

中国需要全新的创新战略，不仅仅要把科技创新看

作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也同时要把文化的创

意写新当作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在这个过程中，

创意写作作为其核心底层支撑性学科应该受到更多

的重视和认可。
但是，要求创意写作学科直接走向社会，和社会

联结，直接成为某个“实践领域”，直接培育作品、推
动作品出版和改编，直接组织作家和企业对接，组织

面向产业和事业的创作及创作服务活动，用这个来

证明自己的地位和价值，其实是走岔了路。
现在，回首四年前的呼吁，我们发现那时呼吁创

意写作学科要走出校门和时代生活结合，和创意产

业结合，提高传统中文学科的实践性，在培养学生基

础素养的同时培养学生的从业技能，这些都是适逢

其时而又具有前瞻性的。这些年来，中国高校创意

写作学科的创生已经成了不可否认的事实，中国创

意写作学科已经由部分高校的实验性探索发展成了

全面开花的高校中文教育改革运动。但是，创意写

作学科对自身的学科定位认识，应该说是有一个过

程的，其理论探索也是逐步发展起来的，到第三届世

界华文创意写作大会时，大会的组织者，就提出了

“建设中国创意写作教育教学体系，建构中国化创

意写作学科高地”的研讨主题，大会与中国高等教

育出版社合作，把建构中国创意写作教育教学高地

当作主题，讨论了创意写作教育教学方法的研究和

推广问题。在这届大会上，创意写作学科界惊喜地

迎来了很多中学、小学教师，以及两百多所高校教师

代表。创意写作已经不仅仅是部分高校的实验，而

是有数百所学校共同参与的一项重大活动; 创意写

作不仅仅是高校的探索行为，同时也是在逐步向中

学和小学渗透的全民教育行为。它把创意看作第一

位，把写作看作是创意实现的基本主张，它把人人可

以写作、写作可以教授的主张带向了更加广阔的层

次，从而把创意教育推向更加广泛的教育领域。值

得注意的是，第三届大会对创意写作学科的超速扩

张提出了担忧。大会总结性发言中，总结者指出我

们的基本理论研究、基本实践实验，我们对创意写作

的能力评估、潜能激发，创意写作中的分体写作方

法，创意写作与产业及文化公共事业的关系的研究，

等等，还是刚刚起步，尤其是创意写作教育教学方法

论的建构，我们还没有脱离向海外学习的阶段，甚

至，我们向海外的学习还不够，我们的中国化研究更

不够，这个时候，创意写作学科的超速发展就让人担

忧了。［2］

我们可以看到第三届大会的主题反而定得比较

小，专心研究创意写作教材和教法，大会在主题发言

阶段、圆桌会议阶段都展开了激烈讨论，大会还专设

了创意写作示范课及示范课讨论，专门讨论教学法。
笔者甚至认为，第三届大会，是一个中国创意写作教

育教学法的大会，它标志着中国创意写作学科在教

育界由寻求创生和对创生的认可，而走向学科自觉

甚至反省。

二 创意写作学科的合法性及基础理论难题

创意写作学科在美国诞生以来，一直是在质疑

中发展的，很多内部理论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

厘清，没有产生完整的系统的学科共识。在中国，创

意写作学科也面临类似困境，因为在中国，创意写作

学科是在跟文学非产业派、创意产业非产业派斗争，

跟创意写作学科非学科派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其肇

始期特别艰难的历史，使得中国的创意写作学科在

诞生之初处理这些问题时表现出了偏于一边的执拗

面貌，从而产生其特殊的路线图景。但是，创意写作

学科，其实是不可能回避这些问题的，它必须直面自

己的内部理论困境: 第一，如何理解学科的理论属

性、实践属性及其矛盾关系，这事关学科的基本定

位; 第二，学科培养人才的目标的内在矛盾，即教导

创作共性和培养创作个性之间的矛盾，这事关学科

存在的价值; 第三，学科奠基于创意思维( 创造性思

维、批判性思维) 还是奠基于写作技能的矛盾，这事

关学科存在的基本途径; 第四，学科精神的矛盾: 面

向产业的市场精神和面向创作者个人的精英精神之

间是有矛盾的，这事关学科存在的价值观选择。
创意写作学科的对象是什么? 它的逻辑起点、

中介、终点在哪里? 它的学科本质论、认识论、方法

论如何展开? 这需要我们在创意写作学科基本原

理、创意写作学科发展史、创意写作学科中国化方

法、国外创意写作学科研究、创意写作教育等等领域

都有我们自己的思考，得出有我们中国思想气派的

结论。
曾有学者认为，写作学已是既存，又何必单独设

立一个创意写作学? 创意写作学不能以原型的独立

形态纳入中文学科体系。他们认为，历史地看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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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在学科目录中的确是存在过的，它可以涵盖创意

写作学。其实，创意写作学作为严整而完备的科学

体系和学科体系，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结构，是整体

化的、内部各方面有机联系的，它是揭示创意产业背

景下写作及写作活动的本质的体系，这是传统的在

非创意产业背景下产生的“写作学”所做不到的，更

是无法包含的。二者对写作的本质理解是不一样

的: 创意写作学把写作的本质理解成是产业、事业及

思维，而写作学把写作的本质理解成是个人性的语

文和修辞技能，设立创意写作学学科是有创意产业

作为客观依据及现实基础的。在上述基础上，假设

要回应传统写作学和创意写作学的学科地位之争，

笔者甚至认为，结论应该是相反的，应该是创意写作

学包含传统写作学，而不是传统写作学包含创意写

作学，我们不应该囿于传统和现状，相反应该立基于

现实和未来。当然，不管如何，设立创意写作学一定

会使现有汉语言文学学科建设面临新的困境与挑

战。创意写作学既是作为国家支柱产业的创意产业

链前端产业文学产业的重要的指导思想及规律的揭

示，又是二级学科( 狭义的创意写作学①) ，它涉及重

要的产业实践领域，其研究和传播必须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视野必须拥有“创意国家”［6］的口径。
创意写作一词，通常有几方面的含义: 首先是指

个人创作实践，其次是指国家层面的产业实践，即为

实现个人和团体创意创作而进行的产业活动及其成

果，再次是指社会层面的公共服务实践 ( 文学类公

共文化服务) ，最后是指思想，即指导这些实践，为

建立和发展新型创意( 写作) 产业、创意( 写作) 事业

做论证的思想理论。它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是产

业，也是事业，是个人的精神高标，也是世俗社会的

消费娱乐。笔者主张，“创意写作”，主要就是指思

想理论体系。新的创意写作学的产生，是相对于传

统的写作学而言的，它奠基于创意产业 ( 尤其是文

学创意产业) 之上，成为科学，就是要求人们去研究

它，它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不能泛化，而是要狭义

化，要奠基于其本源性的研究范围———个人性写作

与社会化创意写作实践，建构结构化的理论体系。
十余年来，创意写作学从无到有，近年甚至越来

越成为一门显学，有其独立的研究对象、学科定位、
基本范畴和理论体系，而且从第三届世界华文创意

写作大会开始，中国创意写作学界就提出了“中国

化”问题。实际上，中国创意写作学理论体系是国

际创意写作学基本原理同中国文学创意写作实际和

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以人类写作活动的世界

性历史经验和规律作为研究范围，总结其历史规律，

从而揭示发展趋势，能对创意写作实践构成指导意

义的总括理论，也是与中国特色现实结合而产生的

中国特色学科思想。它的各种理论难题和悖论都要

在这个基调上加以解决:

第一，我们认为狭义的创意写作学应该是理论

形态的，它的理论性毋庸置疑，尽管它是实践性非常

强的学科，但是，这并不能掩盖其理论性，甚至，对于

当前的社会需要来说，其理论的自觉定位比较于实

践探索，还显得更为重要。
第二，创意写作学要研究学科共性规律，要把科

学性放在首位。任何创造都是个性化的，但是，产生

创造的过程和必然产生创造的机制却是共性化的，

不能因为创造需要个性化而掩盖学科研究共性规律

的本质。创意写作学不是要把每一个人的创作当作

个案来研究，研究其个性化特征，相反是要把每个个

人性的创作当作普遍规律的抽样样板来研究，它不

反对个性，相反锻造个性，但是，它强调创造个性的

过程和规律是有共性基础的。
第三，创意写作学奠基于人类创意思维的共性

研究，但是，也绝不把这种研究神秘化，它坚信创意

思维的科学规律是有章可循的，而这种规律的发现

对打造创意技巧是有直接指导意义和实践帮助作

用的。
第四，创意写作学应该坚决反对矮化产业、片面

强调个人文学创作和写作创意的精神性的看法，产

业化并不必然地让文学创意写作变得没有精神，相

反有精神的文学创作也并不必然地不能产业化。创

意写作学强调，要把文学创意写作放进国家创意机

制系统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去研究，片面的、个人

的、精神性的高蹈是反学科的，只有有背景限定的共

性研究才具有学科意义。
创意写作不是经验之学，创意写作学也不可能

作为纯粹的经验之学而存在。创意写作学是科学，

创意写作学要加强“人人可以写作，但写作能力需

要培养”等基础原理的研究，建构自己逻辑自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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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广义的创意写作，往往与广告、影视、文学创作、文学的社区化服务等混为一谈，广义的创意写作研究的视野、口气、内容过

于宏大，而且重大理论创新和突破，往往由政府政策来决定( 例如文学产业中数字出版的许可政策，等等) ，学界似乎应该

退而求其次，追求创意写作的狭义理解，建构狭义的创意写作学。



理论话语体系。创意写作学应在加强国别经验研究

的同时将之历史化，完成学科史话语建构，强化中国

问题意识，建设中国学派。创意写作学还要特别重

视教育教学研究，如此，才能在历史发展中汲取养

料，在不断发展的中国现实中提取实践经验，在不断

的理论探索中解决自己的理论悖论，走出理论困境，

从而找到自己的学科合法性和健康发展之路。

三 创意写作学建构: 创作之道与应用之道

工作坊制教学在创意写作领域方兴未艾，世界

华文创意写作第三、第四届大会都有专门的主题讨

论和教育教学实验活动专场，两届会议都开设了创

意写作工作坊教学讨论单元。很多高校要求教师把

真实项目带进课堂，甚至要求学生直接在网络文学

创作平台上完成作业，这种课堂训练，利于学生寻求

创意写作技能的运用之道，把学习创作之道和运用

之道直接结合，让课堂和产业直接接轨，明确在课堂

上除了注重基础素养，还直接培养职业技能，等等。
这些要求对传统汉语言文学教育教学来说，是有革

命性意义的，但是，这样的课堂，对于创意写作学科

来说，到底是高标还是低标呢? 如果把创意写作看

作是一个实践领域，而不是一个学科，这样的教育教

学策略应该是高标。但是，创意写作不是经验之学，

创意写作学也不是职业培训学，创作之道和应用之

道，并不能完全画上等号，在应用之道之外，创意写

作学要做的还有很多。
创意写作是中国建设创意国家过程中为与科技

发明创新同等重要的文化创意创新提供基础支撑的

领域之一，创意写作学则是一门综合性的人文社会

理论学科，创意写作学以创意写作为研究领域，但

是，这还不等于说，创意写作学就天然地拥有了自己

的研究“对象”。如何规定创意写作学的研究对象

呢? 创意写作学，其学科的研究对象应当是当前生

产力和文化发展条件下人类以语言为媒介的原创力

的养成及实现规律。创意写作学要深入研究中国特

色文化创意产业及事业制度下创意写作的活动及发

展规律。
笔者主张创意写作学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当前

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条件下人类以语言为媒介的原创

力的养成及实现规律”的原因是，当前生产力和文

化发展条件下人类以语言为媒介的原创力的养成及

实现，既是创意写作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是其逻辑

终点，只有这 样 的 对 象 才 能 成 为 一 个 学 科 的“对

象”。为什么呢? 其实，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根本

目标都是人的解放，说到底都是以人为本，克服人的

异化，都是为了达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境

界，但是，各个学科自身又有自己独特的对象，这个

对象规范了学科的存在，规范了该学科的基本范畴、
基本原则、重要原理，并且因之而能建构历史与逻辑

高度统一的学科体系。对于一个学科来说，其逻辑

起点应该是“构成研究对象最直接和最基本的单

位”，其内涵贯穿于理论发展的全过程，其范畴有助

于形成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笔者把“人类以语言

为媒介的原创力的养成及实现”作为创意写作学学

科的逻辑起点，是因为其中蕴含了从“文明对人的

原创力的压抑”切入研究，可以分析人的原创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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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域中研究当代文化，尤

其是教育文化、产业文化的矛盾，研究人的原创力解

放问题，研究人的可能原创力向现实原创力转化的

途径与方法，论证“人人能创造”“人人能写作”的人

的原创力图景，最终有助于在全面建设中国特色创

意写作教育及创意产业实践进程中，“人的原创力

自由而全面发展”目标的实现。
创意写作学学科拥有自己的本质论观念及其体

系，由此，在学科方法上，片面地反对演绎法，反对学

科原理原则推导法是不对的。学科对人的创造性

“本质”的认定，对“人人能创造”“人人能写作”“写

作可以教”等原则的认定，对学科通过下定义来分

析创意、写作、创意写作等内涵和外延，丰富和明确

自己的基本范畴系统，研究创意写作原创力的各个

方面，进而讨论原创力养成和实现的各种途径，指明

“人类以语言为媒介的原创力的养成及实现”可能

性，等等，是具有奠基意义的。进行系统的理论演

绎，让其本质论开花结果，形成学科理论体系，也是

学科建设的应有之意。在学科方法论上，创意写作

学不应该变成心理学、教育学或者其附庸，也不应该

在这里变成传统的以修辞为核心的写作学、行为管

理学及其附庸，尽管它不反对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

和方法。创意写作学的学科方法，当然应该包含由

下往上的归纳法，但是，由上述分析可见，它绝对不

应该仅仅把自己局限于经验归纳，更不应该仅仅局

限于人类传统所谓的“写作”经验的归纳，而应该自

觉地把自己上升到“人的原创力实现”这个理论的

高度上来。同样的，创意写作学科也应该拥有自己

的认识论体系。笔者注意到近年部分博士论文在创

意写作学认识论上已经有所突破，引入了“灵性”等

概念，这就突破了机械反映论的局限，突破了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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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灵感”的模糊而又神秘主义的见解。我们不

应该因其具有一定的“心灵主义”倾向而否定它，相

反应该肯定它的探索［7］。
尽管创意写作学在西方已经诞生一个世纪，但

是，由于一直存在着对学科性质的认识偏差，世界范

围内目前创意写作学的状况是有自己的学科史，但

没有公认和权威的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也许这正

是世界创意写作学发展留给中国学者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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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undamental Theory and Practice Problems of Creative Writing Discipline

GE Hong － bing1，2，FENG Ru － chang1

(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Sanya University，Sanya 572022，China;

2． College of Liberal Arts，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444，China)

Abstract: Creative writing has come into being in the West for a century． Due to the deviation in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discipline，the status quo of creative writing worldwide is that it only has its own disciplinary history，but
no recognized authoritative disciplinary theory． Perhaps this is the task left to Chinese scholars by the development
of creative writing in the world． Creative writing in China began with the“academic theory mechanism”of opposing
“discourse generating discourse”within traditional Chinese disciplines，and the discipline hierarchy system of“his-
torical discourse being higher than realistic discourse，theoretical discourse being higher than practical discourse”，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ying particular stress on practice and negle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 theo-
ry． Creative writing should take the cultivation and realization of human's originality with language as the medium
for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discipline，analyze the ess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originality as well as
the possible originality and the realized originality of human from“the repression of civilization on the originality of
human”，study the problem of human's originality lib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human liberation”and“hu-
man development”，and demonstrate the originality vision of“everyone can create”and“everyone can write”so as
to promote the creative writing education and industrial practice．
Key words: creative writing studies; writing industry; writing career;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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