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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

夏丏尊写作教学思想对传统的发展
李圣杰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夏丏尊是我国近现代写作教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作

文教学上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变革的

时代，他的写作教育思想既有对我国古代教学思想的传承，又有

所发展，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分析他的写作教学思想对古代写作

教学的思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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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丏尊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语文教育家，在语文教学方面提出

了许多真知灼见。他在写作教学方面下力尤深，成果卓著，对我

国现代写作教学的创立有着重要的影响。他熟悉中学写作教学的

实际情况，又博古通今，这使得他能贯通古今，深入思考传统和

现代的写作教学思想，对我国古代写作教学思想进行批判性地继

承与发展，以契合新的时代背景对写作教学的要求。他的写作教

学思想对我国传统写作教学思想有哪些继承与发展呢？

一、对“诗言志”个体内涵的召唤

“诗言志”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文论，这一说法不仅是中国古

典诗学理论的奠基石，更奠定了传统的写作理论与写作教学理论

的基础，它指出了为文的本质，但“志”究竟为何物却十分模糊，

可以理解为个人的内心情志，侧重于个人情感、志向等，也可以

理解为社会规范、法统、礼仪等，也即荀子所言“心合于道”中

的“道”，可以说，后来“立诚”“求真”与“文以载道”“文

源于道”两种写作本质皆是从这里发源，而从整个古代写作及写

作教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基本上以“文以载道”的思想为主流，

或者说天平不断向写作的社会功用一边倾斜，以至“为圣人立言”

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而写作教育也随之不断从一种开放状态走

向僵化，最终衍变到用一种思想、一个模式把最丰富的人的内心

世界强制性地统一起来，这无疑是走到了末路，夏丏尊无疑看出

了它的崩溃是势所必然，新文化运动要求思想解放，追求个性，

必然要冲破这种束缚，他提出的“作文要为情而作”“作文就是

生活”正是时代的声音，也正是对“诗言志”个体内涵的一声召唤。

二、对“德—述”规范与“立诚”、“读写结合”与“多写多改”

的继承

“文如其人”是我国关于人品和文品关系的主流思想，也是

写作与写作教学所倚重的指导思想，这一观念发轫于先秦时期，

孔子言语教育确立的“德—述”规范，即“修德于内，述旧于外”，

重视为文者的内在道德修养，将文与人、文与德直接联系起来，

阐明了做人与作文的关系，追求“修辞立其诚”，即写作要真实

地表现作者的思想情感，不矫揉造作、无病呻吟。这两大观点在

后世文人的心中可谓根深蒂固，如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曾言“仁

义之人，其言蔼如”，可见一斑。夏丏尊先生无疑也受了影响，

并继承了这两大观点，注重作文的真诚与人品的塑造。

在古代写作教学的具体教法中，夏丏尊继承了“读写结合”

与“多写多改”两大方法，先秦时期的写作教学就把读作为主要

教学方式，魏晋南北朝时期阅读和写作教学大致同步进行，在其

后的发展中，教学渐渐从阅读中心转向写作中心，阅读之于写作

也逐渐从“以读带写”转向“为写择读”，无论如何，读都是写

作教学的重要抓手。而修改，在秦汉时期的写作教学中就已经引

起重视，直到明清，这一方法仍是写作教学的重要方法之一。

三、拨开“文无定法，神而明之”的雾霭

中华文明向来以实用为传统，凡事能做成就行，不大从纯知

识的角度去研究其内部的奥秘。譬如酿酒，我们只关注如何能酿

出好酒，而酿酒过程中物质的变化我们是不大关注的，因为实用

性不强，这也导致了中华文明科学传统的缺失，很多讲不明白的

事情，或者不愿花时间去探究的事情，我们就主张“悟”。讲悟

性使得很多本来有章可循的事情披上了神秘的外衣，作文教学就

是这样。我们古人讲“文无定法，神而明之”，就是说作文没有

固定的章法，要用心领会才能明白其中的奥秘，这就很玄乎了，

让多少人望而却步，其实此言倒不虚，为文确实应该是灵活的，

不能僵化，但那是对文学家而言，要成为伟大的文学家确实是需

要悟性的，但对一个初学者来说，文应该有定法，即必须有一个

基本的范式供初学者学习，除此以外，更要摸索一些教学的方法，

而不是仅仅丢给学生一些空洞的道理，这于教学无益。

夏丏尊的作文教学思想最大的特点就是具体、操作性强，他

将法则与训练结合，根据不同文体的特点进行教学，这使得作文

教学有章可循，其实宋代真德秀编的《文章正宗》中就已有文体

的分类，而后的八股文教学也有对文章基本结构的训练，但后人

要么奉为圭臬而陷入僵化，要么一棍子打死而全盘否定，这都是

不可取的，夏丏尊不迷信空理论，而是从作文教学的实际出发，

批判地继承了作文训练的可操作性的方法。

四、否定模仿、拟作，鼓励创新

模仿是我国古代写作教学的重要方法之一，但夏丏尊却并不

以为然，他强烈反对模仿他人作品，而鼓励学生写出自己的风格，

这与朱熹的写作教学思想不谋而合，朱熹针对科举制禁锢学生思

想之弊提出不能做“千人一律文字”，要独辟蹊径，做“出众文

字”，其实他们的思想都反映了一种冲破束缚的诉求，夏丏尊所

处的时代正是新旧交替之际，这不仅在于社会变迁，更在于文化

交替，封建教育已经束缚中国人的思想太久，以至于久久不能接

受新的思想，所以他们都主张个性的发展，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

或许在现在看来，他的这种批判有些偏激，但那是时代的诉求，

于写作教学本身而言，模仿也是有效的教学方法之一，主要在于

如何合理地使用，不至于陷入僵化而抹杀了学生的创造能力。

五、结语

总体而言，即便是在彻底毁灭封建制度的时代背景下，夏丏

尊仍然继承了中国古代教学思想的许多合理因素，这给我们的研

究的启示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割裂历史，只有熟知过去，才能探

索出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