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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淑敏老师的文学课当然要听

曾经，读着毕老师的散文，比葫芦画瓢地开始

写作。一套糖果色的《七色暖心系列》是我的散文写

作启蒙，读了，就忍不住也想把自己的心打开，一笔

一画写下来。从此，拿起笔，就停不下了。

我想，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吧，荡然的心敞亮的

文字，叩开一个个虚掩的或紧闭的心门，唤醒思想

的活力。

这魅力引得多少男人女人投入到写作中，为情

怀，也为梦想。

写作，是件美好的事，是与自己灵魂的对话，是

灵魂与灵魂的碰撞。写作，又是件清苦的事，有耕

作的辛劳，有寂寞的迷茫。而我们耕种，必然想要收

获；我们耐住寂寞，必然想要修成正果。抛却名利

不提，写出像样的作品，是每个文学人最基本的道

德和追求。

因此，我们在文学路上寻寻觅觅的同时，不妨

听听文学大家经验之谈，也许那其中的点拨，就解

开了创作瓶颈之困扰，向前迈进一大步。庆幸得到这

样一个机会，在丰台作家协会，听毕淑敏老师分享写

作心得，不说胜读十年书，也要说心中豁然开朗了。

听讲座，做了笔记，只是常沉浸在现场的精彩

中，疏漏了许多信息。但是记下的这些，也有足够的

启迪，笔者将之整理成文，再次温习，也贡献给文学

爱好者共同进步。

学习笔记：文学创作的秘密

秘密？其实，文学创作根本没有秘密，所谓的秘

密就是——文学创作有规律可循。到底有哪些规律

呢？首先的规律是要有创作的理由。心理学讲，人是

需要理由的动物，没有为什么。要坚持一辈子的事必

须有理由，写作也是如此。写作的理由是什么？当你

决定写作的时候，一定要先问问自己为什么要写作。

毕淑敏告诉我们，她写作是因为在阿里当兵时，在恶

劣的生存环境下，看到了生命的脆弱和珍贵，生命的

一去不复返，目睹诸多的生死别离，她为了一去不复

返的世界而拿起手中的笔。写作，如果不能触及到

灵魂，触及到生命的本质，如果没有社会责任的担

当，如此清苦寂寞之路断难长久走下去。

漫漫人生，写作是其中的一项。在你生命中，你把

写作放在什么位置上？你希望达到一种什么状态呢？

是一心一意写作，是想起来就写写，还是写着玩玩而

已？万物有序，这些顺序没有对错之分，但要有，你把

写作排在什么位置上，就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第二个规律是开发资源。写作是出卖

资源的行当，要有生活经历的资

源，还要有心理资源。写

文/梁利萍

作非常重要的是你人生的资源。比如

一座山，把这里的资源开发出来就是

旅游胜地。当你把生活的、心理的资

源开发出来，就是写作的好素材。

每个人都独一无二，要把自己

的资源找出来。毕淑敏在阿里当兵戍

守边关的经历、学医的经历、读心理

学硕士博士的经历、读鲁迅文学院的经

历，无疑都是她的资源。2008年，毕淑

敏拿出自己的稿费收入用180天去环游地

球，是中国大陆第一批去环游世界的人；2017

年，又去了位于北纬90度的北极点，这些，也是

她的资源。你的资源是什么？每个人的经历不同，资

源也不同，丰富自己的生活，丰盈自己的生命，这都

是资源的最好积累。

资源积累的另一个途径是阅读。读书开阔视野，

也培养语境。一个写作人，定要像一日三餐一样去阅

读，日日不间断。读书多了，阅读速度会越来越快。

再一个资源积累的途径是“师者”。古人说，三人

行必有我师焉，现在，一人行也有老师。只要有心，都

有让自己观察世界、了解世界、成为我们老师的人。

各种资源当有可持续性地发展。要做一个有心

人，不要将资源用枯竭，要不断往里充实自己的体

验，如同一壶茶，不能一下子倒尽。

所以说，每个人的资源要认认真真总结出来，

要对自己资源情况心知肚明。

第三个规律是要了解自己的强点。强点，是我们

的优点、特长，最有力的一部分。

写作就是把自己的优点、强点发挥到极致。我

们太容易犯的最大错误是弥补缺点，常常把力量用

在修补自己的弱点上。假设我们把世界上最高的山

削平去填最深的海沟，是填不满的。索性，我们不如

把精力用在发挥自己的强项上。

对于弱点部分，当然要去补，破得不像样也不行，

但是差不多就行，或者避开它。人都有碰撞不得的心

结，对于解不开的心结怎么办呢？一位德高望重的心

理学家说：“我知道我的心结在哪里，我绕开它。”绕

开，不是逃避，而是为了实现目标作出取舍。

第四个规律是读人间

这部大书。不要

只和你喜欢的人打交道。与不喜欢自己的人打交道

比与喜欢自己的人打交道收获一点都不小。他们正

因为不喜欢你，才能给你最尖锐、最深刻、最到位的

批评。抱着学习的态度去和接触到的每一个人交往，

用学习的态度去读人间这部大书。很多人写作是想当

然，用一己之识去推测这世上的事，实不可取。

第五个规律是选对题材。选题材有三件不要做

的事。其一是不要跟风，风是永远永远会有的。其

二，题材上不求过于惊险的东西，凡是太惊险的必

然高不了。比如山，最高的山峰都有厚实的底座，而

不是平地拔起。其三，不媚俗。不说有傲骨，起码不

骨质疏松，要有自己对世界独到的看法。

那么应该写什么呢？如果说写作有诀窍的话，

就是写你最熟悉的东西。有些东西太朴素了，就被忘

记被忽视了，可是朴素的东西自有它的力量。如果最

熟悉最擅长的写不好，那你不熟悉的怎么能写好？

第六个规律是确立你的风格。写作之初就确立

自己的风格，可事半功倍。你喜欢什么、擅长什么就

写什么。然而坚持自己的风格不容易，因为各种风

格的文字太多了，比较容易眼花缭乱。对自己提出

要求和随波逐流是不一样的，要用定力确立自己的

风格。

第七个规律是确定语言风格。落笔时就定

下一个基本的方向。不要轻看任

何一个读者，作为一个写作者

对读者的尊重是最基本的

素养。

第八个规律是结构清晰。就像人，体态匀称、坚

定有力、胸有成竹，才是一个健康的、有魅力的人。骨

架很重要，小文章也要有。

第九个规律是听取意见。写作之人，要有听各

种意见的胸怀和能力。从意见中听问题，哪怕是恶

意的，也要从正面去理解。

最后一个规律是修改。鲁迅说，一篇文章写完

后至少看两遍，将可有可无的字删去。如果能将可

有可无的字删去，文章就会精彩很多。改的时候不要

“畏上”，不管对方是评论家、老师还是名家，将他所

有的光环去掉，只看意见部分，去辨析自己的文章。

这十个规律，文字不多，却凝聚了毕淑敏老师

的文学情怀和对文学爱好者的关爱，字字句句出于

毕淑敏老师厚实的写作功底和长期的写作经验，是

在课本上学不来的，值得我们认真品读，并结合自

己的状况加以运用。而最要学习的，是文学前辈们

对文学的理解和文学创作的精神。以此为榜样，我

们当扎扎实实走文学创作之路，写出无愧的文章。

毕淑敏，1952年10月出生于新疆，

1969年参军，1990年被评为一级作家，2000

年起被聘为北京作协合同制作家至今。2012年当选为

丰台区作家协会主席。2003年当选为北京作协副主席。1996

年、2001年、2006年、2011年连续当选为中国作协第五、六、七、

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毕淑敏代表作及主要获奖作品有：中篇小说《昆仑殇》获1987年昆

仑文学奖，《补天石》获北京市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征文优秀奖，《女

工》获第四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长篇小说《红处方》获1999年中国人

口文化奖一等奖、第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短篇小说《藏红花》获北

京市庆祝新中国成立55周年征文优秀奖，儿童文学《最晚的晚报》获

北京市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征文优秀奖。多部作品曾先后获省

市级报刊及台湾《中国时报》《联合报》等文学奖。其本人于

2004年获第二届北京市中青年文艺工作者德艺双馨奖。

近年出版的《心灵游戏》《破解幸福密码》等多

个散文集受到广大读者喜爱，社会效

益与市场效益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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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幸福密码》收录了2009年下半年，毕淑敏

应“百家讲坛”邀请登台演讲，录制了20集关于幸福话

题的讲座的全部讲稿，包括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播出的内

容。毕老师从心理学、医学、人文科学的角度，通过案例

为我们详细解答如何破解心灵锁链——自卑、抑郁、焦

虑、悲伤、死亡恐惧等这些潜藏在意识深层的创伤，思考

与探索和谐平衡的心灵艺术。

《昆仑殇》获1987年第四届昆仑文学奖。是毕淑敏一

举成名的处女作，主要讲述了昆仑防区部队进行军事拉练

过程中发生的故事，作品中对生活的感悟和对崇高美的追

逐，深入到每一个读者的灵魂深处。毕淑敏说，《昆仑殇》

的主题是尊严与生命，还有人的精神不屈。

《昆仑殇》

《破解幸福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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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花开盛世，丰宜福台，有众多名家在这片丰宜宝地工作生活，本期介绍著名作家毕淑敏，“毕淑敏与其说是一位作家，不如说

是一位心理学家，她的每一部作品都是针对我们的心理疾患而开的心灵处方。这缘于她的善良和对人的心理隐秘的洞悉。”文学评论家贺

绍俊这样评价她。“毕淑敏即使做了小说，似乎也没有忘记她的医生的治病救人的宗旨，清澈如水的医心。她有集道德、文学、科学于一体

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她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医生，好医生，她会成为文学界的白衣天使。昆仑山上当兵的经历，医生的身份与

心术，使她成为文学圈内的一个别有特色的、新谐与健康的因子。”中国当代作家王蒙这样评价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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