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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欧美高校重要的文学教育改革运动，

创意写作在一个多世纪以来饱受争议和责难。其

中一个责难主要是针对创意写作提出的“写作可

学可教”理念，创意写作教育认为通过工坊制形

式开展写作训练，普通人可以成为作家。反对者

坚持“作家是天生的，创作的才华是天赋的”的

传统观念，认为创意写作把写作当成了一门技术

性、工具性的学科，违背了创作（写作）的人文

原则。那么，创意写作教育是不是人文主义教

育？创意写作强调的工坊制训练仅仅是技术性训

练吗？这不仅涉及目前各高校系统引进创意写作

教学理念和训练模式等基本原则，也涉及高校开

展创意写作教学的路径和具体方法。比如，当

前很多人把创意写作作为一门技术性的“成功

学”，给人的感觉的是创意写作不过是一门写作

的技术，是写作速成术。嗅觉灵敏的机构和人士

更是把它作为“唐僧肉”，市场一些打着创意写

作名号的书籍和培训班，把创意写作充分技术

化、公式化和模板化，这无疑让一直饱受争议的

创意写作教育面临新的发展困难。我们认为，创

意写作有技巧和创作规则，但创意写作本质上仍

是人文教育，不是工具性教育。我们要充分认识

论创意写作教育的人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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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意写作教育是一种新人文主义教育，起源于年轻的美国对“创造性”的呼吁，美国高等教育的人文主义

先驱们积极响应教育民主化运动，试图摆脱欧洲的古典语文学教育做派，革新高等教育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发展时

代和社会需求的文学与作文教学。创意写作教育的理论强调人的自由，重视创意潜能的发掘和障碍突破，重视营造主

体的自我表达的工坊制教学机制和氛围等，体现了浓郁的新人文主义基本理念。在创意写作全球化传播热潮中，中国

近年兴起的创意写作教育，积极探索新的创作教育模式可能。以上海大学为代表的创意写作坚持写作的大众化以培养

中国的创意公民为己任的教育探索，继承和发扬了欧美创意写作的人文主义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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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创意写作的人文本质，再在这个本质基础上谈

论创意的规律性和技巧性特色。这就要我们返回

到创意写作教育源头，做正本清源的梳理和还原

工作。  

一、创意写作是着眼于创造力培养的人文主

义教育改革运动

从学科发展史来看，创意写作是着眼于新人

文主义的文学教育改革。只要考察美国创意写作

的兴起，不难发现这个基本事实。美国创意写作

的兴起有内外两个方面的原因。外部原因自然是

美国作为年轻的国家，和欧洲国家相比没有历史

文化传统上的优势，在教育上不想一味模仿照搬

欧洲大陆的精英主义教育模式，而是要激发美国

人的创造力，创造面向未来的新美国。塑造具有

创造力的人是年轻美国的诉求，这反映在教育上

就是高等教育的扩招。对现代学科日益增长的要

求和达尔文主义的激发，大学校长们急于把学院

升格为大学，这就需要开设选修课，大量教学科

目就应运而生，其中对英语的需求日盛。比如早

期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在任期间主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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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并重，强调选修课的开设。他

说：“对任何想成为大学的学校而言，教学限制

都是无法容忍的选择。因为一所大学必须开设一

切满足有需求的课程，而且要彻底教给高年级学

生当下全部的知识，让学生有能力从事原创性工

作”［1］。英语课的日盛导致了古典文学研究的

末日。虽然英语课起初还是语言学课的形式，但

“英语暗含了现代性，指的是课程所承担的，适

应当下生活所必须的最先进的知识及一些最迫切

的需求”。这为创意写作的兴起埋下了伏笔，没

有英语学（包括英语文学）的兴起，就不可能有

作为文学教育改革的创意写作诞生的可能。

其次，从内部讲，美国高校对文学教育的

改革，把文学从对语言的外壳关注转移到对文学

自身的重视上来。美国创意写作的源头可以追溯

到内战前后古典文学的式微和英语文学的兴起，

其时美国高校的文学占统治地位的依旧是古典文

学，古典文学的目的在于引导学生阅读古希腊罗

马作家的作品，教学重心基本集中于文献式的词

汇、语法和修辞等，所谓的文学实践课中仅有的

文学元素不过是对古典诗人诗歌体例的韵律分

析。虽然其时部分进步的教授从修辞学和演讲学

中独立出了英语文学，但也是按照语言学方式研

究文学，让语言学占据了整个“英语”领域，

并没有朝着学生们对“文学研究的热望”方向

走。按照迈尔斯（D.G.Myers）的说法：“英语

在19世纪末产生之时即作为一个研究分支，一直

受德国实证主义语言学理念的引导和推动。文学

作品（如果可能的话）仅仅作为新语言学的研究

材料被阅读”。［2］很显然，这种内涵的英语文

学教学没有兑现其期许的“现代性内涵”。19世

纪的语文学主导下的文学教育，对学生的文学阅

历几无帮助，自然引来越来越强烈的反对和持续

不断的争论，争论的核心主题就是用一种更形象

和更具创意的文学教育取代语文学。就在连绵的

争论中，“创意写作”的概念诞生了。1837年，

后被誉为“美国文明之父”的爱默生在美国大学

优等生荣誉学会的一次题为《美国学者》的演讲

中，斥责学院派文学工作者是“读物的补充者、

矫正者和品位低下的藏书狂”，提出了“创造性

阅读和创意写作”的概念。在艾默生看来，“创

造性”是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它是不同于以前的

纯理论的堆砌事实和生活流水账式的方式。阅读

和写作作为创造性的活动，激发了人的主动性。

具体到文本而言，人不能被动接受文本，应该是

主动的，个人性地解读文本。爱默生创造性阅读

和写作概念的提出，为创造性学习建立了一个框

架，强调创造性高于学院派强调的理性，推崇精

神的自由，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思维的独立。对自

由和独立的推崇一直是新人文主义的核心内容，

它符合美国文化的精神。纵观美国创意写作教育

先贤们的教学主张和实践理念，我们可以归纳其

极具人文主义色彩的基本理念。

（一）改写作课为自我表达课

对写作课的改革是19世纪文学改革的重要内

容。尽管英语写作在美国高校一直存在，但早期

的写作并不包含文学创造的含义。早期的英语写

作和拉丁写作内涵一样，从属于语法练习，拼写

训练和修辞规则识记等。伴随这场19世纪文学教

育改革，英语写作在反对语文学和修辞学中发展

了“新英语写作”。新英语写作包含了两项重要

改革：一是学生的学科论文不再制定主题，只规

定类型和手法，主题学生自己定；二是不在课堂

上高声朗读。新写作一方面破除天赋论，鼓励原

创性，同时对记忆和修辞的要求也降低。在改革

写作课上，哈佛大学走在全国前面后来成为效仿

对象。这不仅主要得益于校长查尔斯·艾略特对

于写作课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得益于温德尔、布

里格斯、希尔等一批写作教师前仆后继的坚守，

从不同层面推动高校写作的教学改革。温德尔对

高级写作除了著名的每日一题外，还彻底改造了

写作教学：1.写作本身成为教学课题，不再是以前

的既成文本；2.写作是写作本身，不再是为其他课

程服务的学术活动；3. 要求审美能力（“感知能

力”）的自我提升和文学评价（“判断力”）；

4.作家是教授该学科的最佳人选；5.该学科的目标

不在于对写作进行学术评价，而是创造文学。［3］

科普兰这个被后世普遍认为是创意写作的真正开

创者，虽然本人并不是作家，他从温德尔手中接

过高级写作，并让教学区别于研究，重拾人文主

义传统，将新人文主义加入创意写作。这并不意

味着英语写作在坚持人文主义精神和情感上是一

帆风顺的，事实上却是曲折的。20世纪初现代新

闻业和大型出版社的兴起引发了两种不同的写作

理念及其冲突：一种是将写作视为社会实践，或

者说与新闻业相关的职业，这要求培养学生熟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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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语言的技能；一种则是视写作为一门艺术。

事后证明，这不过是写作教学中的实用主义和专

业化的分野，这种分化和争论也促进了这一阶段

写作重新反思写作对文学研究的忽视，把文学能

力培养作为主导地位重新回到写作教学应有的位

置中来，廓清实用和技巧的关系，促进了技巧训

练引入文学研究，让写作是基于当下的实践，让

“写作教学变得更具文学性，更重视与文学活动

的本质”［4］。

（二）倡导创意性阅读与批评

爱荷华取代早期的哈佛大学而作为创意写

作的重镇，主要得益于两个人，一个是福斯特，

另一个是恩格尔。对于前者，主要是由于他对爱

荷华大学的文学教学的改革。在人文主义思想和

原则下，他把新批评和创意写作结合起来做了成

功的实验。作为新人文主义学者白壁德理念最忠

实的拥趸，也是白壁德和保罗摩尔去世后在三十

年代最主要的人文主义者和“美国高等教育体系

创意与批评活动关键试验”的开启者，福斯特在

爱荷华校方领导的支持下，承担了“通过强调

创意活动与新人文主义，使学校整个艺术得到强

化”的使命。他在《美国学者》中以宣告的形式

断言精确历史研究的时代终结，文学批评时代的

到来，而创意写作将成为文学批评的天然盟友。

文学批评和创意写作在爱荷华大学文学院并驾齐

驱，被作为改革重要举措纳入研究生英语课程体

系。按照福斯特的理解，文学研究应该从创造性

和批判性两个角度出发。从创造性角度出发，是

指“我们应该从内部进行研究，尽可能地以创造

性艺术家眼光审视它……以实现对艺术的内部理

解”，创意写作致力于由文学实践情况所决定的

批判性理解。从这理念出发，鉴于美国作家普遍

表现出的教育的匮乏，福斯特认为作家应接受系

统的文学教育，这既是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文化的

需要，也是作家自身的需求。福斯特担心，作家

们本身是渴望了解当代文学现状的，但如果没有

获得适当写作学习体系或适宜的理性与情感氛

围，那他们可能滑向“日益满足于技巧性问题”

而对展现“人类卓越品质的迷人图景”越来越不

感兴趣。后来，福斯特明确表示作家是可以培养

的——只要他有潜力，并接受足够多样化的写作

课程训练，但常规教育对作家毫无用处，作家的

发展得益于自身在实际生活（尤其是未经处理的

原态生活）体验中不断成长。在福斯特的雄伟计

划中，讨论会是核心，即“ 一类由热衷于解决作

家困惑的教授主持的文学俱乐部”，而博士的毕

业论文可以是能证明作者对文学技巧的掌握以及

能证明他是一个充满创意激情的作家的“一篇虚

构性作品”。事实上，这项试图引领全国文学教

育改革的计划提供了更为全面的文学教育，在某

些方面取得了成功。比如文学研究从语文学到文

学批评的转向，文学变得活跃起来。

同时，实践批评的出现，通过改变旧教育

体制的分类和价值评判标准，破除了文学中的性

别成分，打破了男权控制文学批评和文学教育的

局面，让当代文学向女性开放，女性能站出来发

表自己的主张。1930年代的写作瞬间成为女性实

现自我的一种途径。施瓦茨的《你渴望写作》、

维德莫的《想写作吗》和布兰德的《成为作家》

等女性作家写的关于创作的书，既是她们从家庭

主妇成为作家的经验汇集，也激励了大量美国妇

女从事创作，她们的很多观念在当时都具有颠覆

性。布兰德风靡全球80多年的《成为作家》针对

传统人文主义者提出的天才不可教的观念，提出

“天才其实是可以教出来的”，试图打破作家联

盟对文学的束缚。今天看来，从创意写作引发的

女性创作热潮，其影响力不亚于女权主义运动。

当然，1930年代的美国正是新批评运动壮

大发展的黄金时代，很多批评家同时也是诗人，

她们大多蛰居高校获得教职以谋生。战后作家

们受聘的地方几乎都成为了新批评的阵地，罗伯

特·洛威1950年在爱荷华工作和生活时说，新批

评和流浪狗、高雅电影、当地谋杀案成为该市的

标志，1950年代新批评成为当代文学的主要类型

之一，文学批评成为美国高校中最具有影响力的

学习模式。批评的理念与创意写作不谋而合。新

批评最初并不是强调某种批评方法，它强调的不

是新，而是批评。其“新”在将文学批评当作最

佳的文学研究方法，提出“将文学当做文学来研

究”作为新批评的首要前提，推崇文学研究的自

主性理解和独立的审美境界。作为一种教育理

念，新批评“与更自由的文化建设密切联系，包

括提高读写能力，推广通识教育，尤其作为高校

课程的英语文学的兴起以及随之产生的对有效的

教学方式的需求”［5］，为抗衡自然科学式的严谨

分析方法，崇拜文学自主性的新批评家们试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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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一种更专业有效的批评话语来研究文学，加上

他们大部分诗人身份，他们将关注的重心转向诗

歌的内部结构，以细读的方式分析诗歌技巧。不

过，这也反过来推进对于创意写作训练的理解。

今天重申新批评，应该看到它在整个英美文学批

评传统中，它不属于科学主义传统，而应归化到

人文主义传统。  

（三）作为战后美国教育民主化运动内容

创意写作在二战后的大发展体现和促进了美

国战后的民主化，给美国高校教育带来好名声和

扩大其影响力。战后美国高校的创意写作发展和

如下因素息息相关。一是美国的民主化运动促进

高校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教育。1946年美国高

等教育委员会在《高等教育：美国的民主》 中写

道：“高校不能再仅仅把自己当作培养知识精英

的工具，而必须成为一种手段，使不论老幼的每

个公民都能够并给鼓励在自身能力范围之内接受

正规或非正规的教育。”［6］这一民主化思想指

导下的美国高校扩张导致大学转型中对“创造性

艺术”的要求。加州大学校长科尔说，“在文科

领域，高校对历史学家和批评家的态度一直比对

创作者更热情，创作者只能在别处寻求庇护。但

正是自然科学上的创造性使自然科学在高校获得

了声誉。创造性也会在人文学科中发挥同样的作

用，但大概需要创造的东西没有自然科学中那么

多，而且对价值的评判也没那么精确。以富有创

造性的历史学家和当代批评家，他们仍扮演着十

分重要的角色。但是，美国的时代舞台正上演着

一出文化发展的大戏，高校如何想在台前幕后寻

求一席之地，就必须想方设法为真正的创造活动

提供支持”［7］美国高校要想在美国文化中扮演

主要角色，就必须高校成为艺术中心，那包括文

学在内的创造性艺术就要和自然科学一样受到重

视，创意写作的研究生项目就是为年轻的作家创

造力发挥提供条件。

二是战后《退伍军人安置法案》的实施，放

宽了大学入学的标准，223万的退伍军人涌入高

校，同时为了吸引更多的创意写作教师，也不得

不对作家准入大学的标准放松，凡出过书的作家

有一定学识的可被聘到大学教授现代写作。由于

受到学习基础的限制，加上战争经历的优势，退

役军人到大学学习创意写作，写战争回忆录和个

人成长经历也就是顺其自然的事情了，创意写作

训练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写你知道的”，训练

课程写传记和家族回忆，以及战争回忆录成为比

较受欢迎的项目。而这和不久美国的文化产业的

兴起产生神秘联系。

 三是在苏联太空卫星成功发射的刺激下，美国

国会通过了《国防教育法》回应民众提升美国教育

的呼声，政府把英语等课程纳入财政支持范围内，

助学金幅度大力提升，政府的财力支持有力激发了

创造性项目的发展。其中，创意写作项目以现有资

源条件好，投资不大等优势格外引人注目。很多高

校随大流及时启动创意写作艺术项目，能在很短的

时间内把它发展成一项产业。比如普林斯顿在1970

年代中期，短短几年时间内发展二十三人的团队，

授出的学位数增长了三倍。二战以来的30多年，和

美国高等教育的繁荣、教育民主化运动一同相互辉

映，在大学创造性的诉求下，创意写作获得令人意

想不到的发展，再也不是当初只是想将文学理解语

文学的运用纳入统一体系，而是成为独立的课程体

系，成为了“作家培养作家、代代相承、遍布全国

的庞大系统”［8］，1976年创意写作从艺术批评中

独立出来，获得完全独立自主的课程体系，创意写

作脱离“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成为独立的学

科。有人说：“创意写作是美国文学教育中唯一实

现真正发展的领域”。反思战后创意写作的发展，

根本原因在于创意写作的人文本性，在于教育的民

主化，把普通人送进大学，用激励和讨论的教学方

法，激发每个人的创造性，进而促进教育和文化的

大发展和繁荣。

二、创意写作的理论基础奠基于人的自我创

造

    

通过对美国创意写作教育发展历史的精要性

回顾，我们看到创意写作的人文本性彰显 ，其充

满人文性的主张越来越明确。 那么，从创意写作

学科视角，进一步梳理其核心理论主张的人文本

质，我们认为主要表现在创意本体论观念、潜能

激发理论、自我诗化理论和工坊制训练理念上。 

（一）创意本体以人的自由为旨归

人文教育的根本目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

是以自由为旨归，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未来的理

想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创意写作强调的“创

意”，其基本的前提就是个体人的自由。创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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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学者普遍以为，创意是第一位的，写作是第二

位的，并不是把写作的重要性放在创意之前。何

谓创意？创意和个体自由有何关系？我们可以从

“创意”的词源学上得到应证。创意虽然是一

个心理学术语，在英文中，创意起源于创世纪

（Genesis）中关于创始（Creation）的圣经故事，

最早的创造力（创意）只是适用于对神和上帝的

赞美。人自身的创造力是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

动被逐步确认的。创意经济之父约翰霍金斯认

为，“创意是催生某种新事物的能力，——它必

须是个人的，原始的，意味深远和应用性的（简

称POMU）。”创意心理学家斯滕伯格认为，新

颖和使用是创意的两个基本标志。从统计的角度

看，创意就是很少见，与其他产品不同，从创作

主体看，这种新颖性是原创的。从效果来看，新

颖性能够带来不可预知性，带来某种惊喜的体

验。从程度上看，某些创意知识比先前的产品有

了特定的需求。最高的新颖性就是一种超越性的

革新。而使用呢，主要指创意的东西必须具备一

定的功能。所以，新颖、实用、不可预知和惊奇

性是创意的本质属性。创意写作在19世纪中后期

对于创造性的强调，是为了适应时代需求，把学

生从被动而枯燥的古典文献中解放出来，发挥以

学生为主体，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并引导学生发

挥自己的个性和才华，激发他们用自己喜爱擅长

的文体来书写自己熟悉的题材和情感，这既尊重

其个性，也能激发创造性才能。

对于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无法像欧洲国家

靠回顾灿烂的历史获得满足感，只能面向用创造

力成就的辉煌未来。培养创造的活力是美国人文

教育改革的首要目标，创意写作可以在文科中实

现向自然科学一样的创造性。1925年林肯专科学

校的创意写作教师默恩斯先后出版了很为流行的

《年轻的创造力》和《创造的力量》，首次提出

“创意写作”概念，全国各地高校要求默恩斯宣

传创意写作的理念，其创意理念和著作受到学生

和家长的好评，其资料在全国学校遍地开花，短

短10多年，创意写作成了课程目录中最受欢迎的

课程。这里要说明英语写作和创意写作分离的内

在原因。英语写作虽然试图取代语文学的教条，

但对于知识与修辞的过分强调无法满足学生内在

的个性需要与时代的创造需要，默恩斯等在进步

主义教育理念的催发下，反对英语写作“将知识

作为独立于学生之外的材料的集合的做法”，写

作“被简化成了要求学生遵守的一系列的外在标

准”的压抑心灵的工具。默恩斯重视杜威主义的

“兴趣”教育和“在做中学”的主张，认为英语

写作不应该是做一些具体的练习，写作只是教育

的直接原因，而根本在于个人的成长，成长应该

是主动的，而非被动，是成长者的主动表达，创

意写作教学的目的是“触及学生的生命的神秘源

泉，发现并激发他们已经具备却无法控制的力

量，总而言之，发展他们的个性”。因而从做中

学也被阐释为“自我活动、自我认可，如果可能

的话，甚至是自我创新”。作为一场声势浩大的

人文主义教育，创意写作的真正目的不是要培养

作家，而是要培养未来具有创造性的人，或者说

发展具有个体创造性的能力。毕竟，尽管美国很

多作家都有创意写作的学习经历，但美国经过创

意写作的90%的人没有走上成为作家的路子，但他

们并没有因为没有能成为作家而否定创意写作。 

（二）创意激发与障碍突破

按照创意写作的基本理论，人人都是作家，

都有创作的潜能，只有当潜能处于无障碍状态

后——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自由状态，你自然就有

了写作的冲动和激情，你的创造力就能通过写作

彰显出来了。当然，这里的“作家”不再是什

么神秘的职业，不再享有传统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之美誉，是供职于作协等机构组织，有一定职

称和待遇的专业文字工作者，只不过是写作的人

（writer），是具有一定创作能力，从事写作的人

而已。具体到文化创意产业时代的职业化规定，

不妨把作家定义为：为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

版发行、广告文图、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游戏

动漫、数字传播等所有文化产业提供具有原创力

的创造性人才。［9］

创意写作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是要和传统

的作家是天生的，创作是天赋才能这个古老而根

深蒂固的观念作斗争。他们针锋相对的观念是人

人都可以成为作家，创意写作课第一要做的事情

就是扭转这个错误的观念，重新点燃每个人的作

家梦想和信心。从新人文主义观点看来，这是肯

定了平凡人的才华和潜能，站在绝大多数人的立

场上否定了精英主义论调。打破了写作和作家的

神圣性，就中国而言，经过新民歌运动、三史写

作运动（工厂史、部队史和农村史）以及网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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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勃兴以来，在创意写作看来，“全面写作”

不是梦，人人都能成为作家是迟早会到来的事。

和天赋才能相反，创意写作坚持每个人都有创造

的潜能，或者有写作的先在图式，经过一定的习

得就可以掌握。但是，在后天的文化生活中，因

为传统的天赋论偏见和自信心不够，都不能清楚

认识到自己的潜能，在潜能到实现的通道被这些

观念拥堵，久而久之就失去成为作家的可能。现

在，创意写作要做的就是破除这一谎言，让每个

写作者重拾写作的信念，疏通潜能实现的淤塞通

道，让成为作家的信念之灯照亮被蒙蔽和幽暗的

心。这就是创意写作训练中强调的突破作家障碍

论。如何突破心理障碍，美国作家于尔根·沃尔

夫、多罗西亚·布兰德、台湾作家赖声川、李欣

频等都给出了很好的具有实践性的建议和办法，

比如用正确的创意习惯和创作心理纳入写作无意

识，以此控制无意识写作；“我是作家”的口号

作为心理暗示和自我鼓劲手段；培养在规定的时

间和地点开展写作工作的习惯；把谈话转化为写

作；从写作中学会写作；从模仿开始上路；学会

与读者“恋爱”或“吵架”等。从这些经验也提

醒我们，仅仅恢复信念还是不够的，成为作家也

需要一定的训练。经过严格的训练，掌握基本的

写作成规，是可以成为作家的。串起来，创意写

作就是发现自我，挖掘自我，表达自我的完整过

程，这一过程自然而然形成自我一套具有人文主

义色彩的表现理论。在创意潜能激发过程，对于

自我的重视突出体现在遵从自我的内心。作家按

照内心写作，是作家个性的体现，也是人格的重

要考量标准，也是作家精神自由的重要维度，在

今天时代语境下尤为重要。

（三）营造自由表达的工坊制教学理念与模

式

创意写作教育往往和工坊制教学模式联系

在一起。虽然今天人文和社会科学界动辄使用工

坊制这个概念，但工坊制的注册商标属于创意写

作。作为一种实践性教学模式，创意写作工坊制

的灵感来源于美工教育(manual arts training），美

工教育原则就是在工作中培养工匠，这一原则启

发了杜威，并被他作为进步主义教育思想之一。

杜威等人设想把课堂作为一个生产活动开展的地

方，这个地方自由沟通的理念、思路、建议和成

果的交流，此前经历的成功或失败等等。在工

坊制教学中，知识让位于能力，探究让位给创造

力，集体创造和集体批评成为工坊制教学法的核

心。创意工坊既是培育作品、培养作家的教学方

法，也是培育作品、培养作家的主要场所。其形

式是创意教师带领十几个学生，合作学习，共同

克服写作障碍，彼此启发和出点子，发掘个人潜

能，共同完成作品。事实证明，工坊制教学具有

实践性、合作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等特点，极大

提高了学生写作的积极性和技巧。《纽约客》的

作者路易斯·曼南德就把创意写作的教学理念概

括为“一群从未发表诗歌的学生，能够教会另一

群从未发表过诗歌的学生，如何写出一首能被发

表的诗歌”。［10］

有学者归纳了工坊制教学的几个基本原则。

比如合作原则：在工坊制教学中，老师和学生的

关系是平等的，没有老师和学生，只有合作者，

成员们的共同任务就是讨论作品，培育作品，寻

找最佳解决方案；激励原则：工作坊以表扬为

主，参与者被要求给同伴的作品至少提出三条优

点；不抗辩原则：就是每一个参与者是批评者，

也是被批评者，当被批评的时候，建议不抗辩，

认真做好记录即可；建设性原则：是提意见不能

是打击和否定，而是提出替代性方案。［11］研究

以上原则，其教学方法背后不仅仅是进步主义的

教育理论，它实现创意写作的根本目标，就是帮

助学生发现自我、成为自我、反思自我、超越自

我，在创作中发掘自己的潜能，发现自己的可能

性，从而为实现自我的梦想做好准备。它和潜能

激发理论与创意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它们共同相

信个体的创造潜能，创意写作工作坊要做的就是

通过表扬和肯定，激发作者的自信心，让他做得

更好，早日成为作家，写作满意的作品。因创意

工坊要求每位成员，至少有三次当众宣读自己作

品的机会，这就相当于最初的“发表”。和传统

个人化写作不同，创意写作提倡集体写作和共同

修改，把修改的环节提前到构思阶段，避免了创

作早期少走弯路，提高了创作的效率，更是提升

了作品的创意度。通过创意写作工坊活动，成员

不仅个人写作和创意能力得到提升，也提升了鉴

赏和批评他人作品的能力，学会了与他人的共同

合作，特别是有的创意写作工作坊就是集体完成

一部大头作品。在工作坊的教学过程中，通过开

展头脑风暴、脑力激荡等思维训练，提升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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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能力和水平。

工坊制教学理论、潜能激发理论和创意学

理论，作为创意写作的基础理论来源或依据，离

不开他们产生的美国社会背景，年轻的民主国家

对广大个体创造性的诉求，这种诉求同样反映在

人文科学上，如创意写作。创意写作在一个多世

纪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适应并促进了高等教育

和国家发展的需求，展现其人文主义的底色。可

以毫不夸张地说，创意写作能在发展过程中，经

受了来自各方面的质疑而能砥砺向前，成为美国

最有活力的学科之一，并且能像好莱坞影视艺术

一样，其课程体系不断向世界各个输送，虽然在

各国高校的教育中有被本土化的可能，但美国的

人文主义传统和理念也多或少一同传播到世界各

地。

三、 走向大众化，以培养创意公民为己任的

中国创意写作教育

1990年代以来，中国随着市场化改革而快速

步入文化经济时代，前苏联模式笼罩下的中国高

等教育体制和机制不能适应这个变化，迫切需要

改革与适应时代。在这个大语境下，传统中文系

经过1980年代的繁荣很快走向衰落，最主要的表

现是毕业生就业困难，毕业生待遇差。按照权威

的教育机构的话来说，中文“这个专业看似什么

都会，但实际上什么都干不了”。其原因很多，

但关键是我们的文学教育和写作教学出了问题。

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教授的观点很具有

代表性，他认为中文系的文学教育其实是文学史

教育，主要传授的是文学知识和理论，对学生的

记忆和理解能力要求很高，而不是文学教育（审

美自主和创造力要求高），长期以来的主导性指

导思想是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而是培养文学理论

研究者。同样的，写作课上主要讲写作的理论，

不是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和能力。而文化经济时

代客观上要求文学教育从文学知识的记忆转向审

美创意创造转变，创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

心驱动力，对知识的记忆等完全可以被机器和大

数据更高效和精准地服务。在工业化时代科技是

第一生产力，而在文化经济时代文化（文学）则

是核心生产力。

 鉴于此，一批研究者适应了这种转型需要，

试图通过从欧美引进创意写作的教育理论和人才

培养模式来为中文系，更是为文学教育寻找突破

口。不仅一些传统名校，诸如复旦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

学、同济大学、西北大学排除传统阻力发展创意

写作，而一些新兴的一般性院校，诸如广州外贸

大学、广东财经大学、温州大学、重庆建筑大

学，上海政法学院和华东政法大学等近100所高

校更是迎头赶上。10多年历史，创意写作教育的

发展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迅速实现了从课程（课

程引进到课程群开发 ）到学科（硕士点、博士

点）再到社会化（社区工坊、创意写作协会、培

训机构、专门期刊杂志）的过程。2018年4月，中

国国家教育部在本科教学指导书（所谓的国标）

第一次把创意写作作为专业选修课。虽然仅仅是

一门选修课，但对创意写作来说，却具有里程碑

意义。用创意写作同行的话来说，就是创意写作

的本科教育获得了“国家牌照”。这是一个重大

信号，可望不久的将来，创意写作成为独立的本

科专业（而不再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下的一个方

向），在高等教育中走向普及和大众化。

参照国外创意写作，结合我国写作和创意写

作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三种教育模式：一种是以

中国人民大学为代表的作家2.0提升版模式；第二

种是以复旦大学为代表的专业作家（传统精英作

家）培养；第三种是以上海大学为代表的文化创

意人才培养模式。不管哪一种模式，都从不同程

度改变或者冲击了传统中文的教育理念，实践了

“作家可以培养，写作能教能学”的理念。

这里，我们重点介绍一下以上海大学为代表

的创意写作教育，因为该模式最能体现人文教育

的理想，也最为贴近和体现创意时代对文学教育

要求的教育模式，可以大规模推广和复制。可以

乐观预测该模式会快速在全国各大城市和高校推

广。 

显然，上海大学直面文化经济时代创意人才

的 “作家”（创意师：文案创意、影视制作、

出版发行、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

容、动漫等文化产业部门提供写作技术支持）和

文学公民培养。这种模式是在借鉴了美国爱荷华

大学以及哥谭工坊的基础上的综合实践探索，初

步形成了写作活动、社会活动和学科建设的三位

一体构架。写作活动是文学写作与文化创意、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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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应用文等非文学写作。作为学科建设则是

包括了工作坊、驻校作家制度、课程、学位和写

作系统在内的完整的教育教学体系。作为社会实

践的创意写作，则是服务社会，作为公益事业的

组成部分，开展社区工坊、走进监狱等。在这个

模式中，不仅通过全程工坊制教学，全程校内外

双导师制和全程实战项目与校内外联合等方式创

新了创意人才培养模式，还做了潜能激发、阅读

理论、小说成规和创意能力评估等基本理论探索

以及课程开发等，以此推进创意写作学科快速发

展。同时，他们采用中国创意写作学会平台线

上、线下方式培养创意写作教师，因而成为大陆

创意写作人才培养的摇篮。尤为重要的是，中国

创意写作中心非常重视创意写作的社会化，不仅

和中国作协、上海作家协会等写作机构合作，培

养作家，还和阅文集团联合培养人才，开发智能

机器人写作等，而且他们走向社区，或通过网

络，面向公众开展创意写作培训，帮助学员作品

公开，实现创意写作的提升，是一种着力打造创

意写作的大众化，实现创意写作教育的文学民主

化、文化多元化等人文教育的大人文理念和理

想。这几年，该中心在如上四个方面都推出了系

列成果，在学界和社会引起广泛影响和好评，上

海大学也被誉为中国创意写作的爱荷华。

和美国创意写作教育相比，中国创意写作师法

美国而迅速转向本土化。但是，无论中国创意写作

教育怎么走，它目前尚属于探索阶段，美国的创意

写作教育是学习的榜样。相比而言，中国创意写作

教育尚未引起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没有从战

略高度重视和引导，这也是从事创意写作教育改革

者的阿喀琉斯之踵。但，美国创意写作建基于从人

文学科的人的创造力培养的基本原则是必须恪守和

牢记的。不能望其表象，以其实践性品格而把它作

为工具性、技术性学科对待，否则的话，就是舍本

逐末了。当然，鉴于中国创意写作教育的探索才10

余年时间，暂时对于该模式无法给出确定性判断，

最好的办法是给它足够的耐心和支持，时间会给出

公正答案。我们认为，这也是一种对于创意写作教

育的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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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Humanism of Creative Writing Education

ZHANG Yong-lu

（Research Centre of China Creative Writing，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444，China）

Abstract：Creative writing education is a kind of new humanism education originated in America.The pioneers 

of humanism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actively responded to the educational democratization movement and 

tried to break away from the classical philology education style in Europe.They innovated the curriculum system and 

teaching model of higher education，and developed the teaching of literature and composition to respond to the needs 

of the times and society.The theory of creative writing education emphasizes human freedom，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exploration of creative potential and the breakthrough of obstacles，as well as the creation of the subject's 

self-expression workshop teaching mechanism and atmosphere. In the wave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of creative 

writing，the creative writing emerging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has actively explored the possibility of a new creative 

education model. Represented by Shanghai university，the creative writing has been popularized，and the educational 

exploration of cultivating Chinese creative citizens has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humanistic ideas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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