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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写作来说，生活是平等的

□ 徐如松

叶圣陶曾经说过：“作文这件事离不开生活，生

活充实到什么程度，才会做成什么文章。”在他看

来，要写好作文，就要热爱生活，充实生活，从生活

中找到写作素材，发掘生活中的真善美。

叶老的主张当然正确，但我发现不少老师都误

解了这句话。他们认为，学生之所以写不出好作

文，主要在于他们没有生活与体验。所以，老师们

就急功近利，越俎代庖，带领学生参观一个公园就

写一篇游记，操作一个实验就写一件有趣的事……

殊不知，这种方式只能“授之以鱼”，而无法“授之

以渔”。

史铁生以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蜚声

文坛，他在同名小说集的代后记《几回回梦里回延

安》里说：“体验生活和生活体验是两回事。抱着写

一篇什么的目的去搜集材料，和于生活中有了许多

感想而要写点什么，两者的效果常常相距很远。”学

生写游记、观察日记等就是这样。他们只是在“体

验生活”，是由外而内进入，而没有实际进行“生活

体验”，由内而外喷涌。曾经读到过一则笑话，说春

游前一个小学生问老师回来要不要写作文，老师说

要写，学生就问能不能请假不参加。其实这也算不

上什么笑话，因为在三十多年的语文教学中，我也

实实在在遇到过此类“申请”。

史铁生强调：对于写作来说，生活是平等的。

所有的生活都有深刻的含义。他反对把生活分为

“适于写的”和“不适于写的”两类。在他看来，所有

的生活都是值得写的，关键在于写出“深刻的

含义”。

学生作文也一样。每个学生的生活都是“平

等”的，那为什么写作文时有人“文思泉涌”，有人

“搔首踟蹰”呢？还是史铁生说得好：“文思枯竭的

人往往不是因其生活面窄，而是因为思想跟不上时

代，因为抱着些陈规陋习、懒散和遇见到新事而看

不惯。”所以他强调要勤于学习与思考，只有这样，

才能使人觉得身边有永远写不完的素材。就好比

牛不管是吃新鲜的嫩草还是枯黄的干草，只要能够

反刍与吸收，或多或少都对自身有益。如果不反

刍、不吸收，就算每天吃大豆也增加不了营养。

对于习作教学，我们应当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作为一个重度残疾人，史铁生常年坐在轮椅上，活

动空间非常有限，他的生活是“不充实”的。但为什

么他能够写出这么多震撼人心的佳作，而四肢健全

的我们，每天忙忙碌碌地生活，反而写不出只言片

语呢？

问题的症结在于对叶老的话的误解。要写好

作文，生活的“充实”的确非常重要，但这种充实不

是外加的，而是内隐的，它取决于你看待生活的态

度。正如史铁生告诉我们的那样：对于写作来说，

生活是平等的。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教育研究和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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