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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两则《春城晚报》的材料体现了鲜明的建构思想与解构思想。建构思想重中心、重整体、重意义；解构思想

重消解、重颠覆、碎片化。两者交融共存，构成了与外部写作大环境（社会时代环境）相对的内部写作大环境。作

为写作教师，应该认识到内部写作大环境对于写作教学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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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对于写作的研究，国内已经有了较为丰富
的成果，尤其在写作主体、写作客体、写作过程、文学

写作与实用写作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实绩。但是，

对写作环境的研究似乎还处于一种相对薄弱的状

况，就此，笔者有意做一点探讨。

写作环境，可分为小环境和大环境。小环境指

的是作者写作时所处的具体的生活环境，往往指作

品产生时作家所处的具体环境。它可以是室内（比

如作者常用的书房），也可以是室外（如创作时所在

的自然山水环境等）。不管室内还是室外，写作的

小环境都要能给作者提供一个清静而不被打扰的空

间，这样作者的思路才不致于被打断，灵感才不至于

被赶跑。《诗人玉屑》记载有一个小故事：有一天，

潘大临看到无边秋色正有灵感，随口念出“满城风

雨近重阳”，突然催租的人来到，为应付交租，一番

折腾下来，潘大临兴致大坏，灵感全无，最后诗竟未

能写完。冯巩的电影《左邻右舍》（又名《站直了，别

趴下》）也有一个情节和写作环境有关：作家高文住

在无赖张勇武楼下，张勇武为了养鱼发财想要占用

高文的房子，为了尽快赶走高文，张勇武夫妻用大铁

锤砸墙壁，用铁铲在地上不停地扫刮，巨大的响动让

高文无法静下心来写作，最后只得搬家。可见，安静

而不被打扰的写作环境对于写作是很重要的。

写作大环境，与小环境相对而言，指更广阔的写

作背景。如果按照韦勒克和沃伦从内部规律和外部

规律两个方面论述文学的思路，我们也可以把写作

大环境分为外部写作大环境和内部写作大环境。外

部写作大环境，指作者写作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

等，它从社会民生、政治伦理、时代风气等方面对写

作行为产生影响。内部写作大环境，指的是基于写

作本身的一种写作气氛，或是一种写作氛围，它表现

为文学内部的稳定的创作方法，或是在题材处理、主



旨确立、文章构思、语言表达等方面所流行的写作倾

向。本文所说的写作大环境主要指是内部写作大环

境。

写作小环境是一种外部环境，社会环境、时代环

境等也是外部环境，它们对写作的影响是外在的。

而内部写作大环境是一种与写作活动关系密切而似

乎难以察觉的内部环境。它是一种占有主流地位的

写作思潮，或是一种占有重要影响力的写作趋势。

这种写作思潮、写作趋势对于作者存在着一种潜在

的影响，影响到作者的创作方法、表现手法以及对内

容的取舍与加工，对于写作活动是一种先在的、难以

觉察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说，内部写作大环境也

可以称为“写作内语境”。

写作的具体环境对于写作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它为写作活动提供具体的工作环境，一旦受到破坏，

就可能影响作者思想的连续性，因此它和灵感的来

去有着重要联系。写作大环境作为一种写作气氛，

对于写作活动也有重要的影响。对于从事写作教学

与创作的人来说，了解写作大环境可以更深入地了

解一定时期内的写作趋势，了解它所蕴含的写作思

潮，它所包裹的社会心理与文化心态，对于创作手

法、表现技巧乃至写作的整体思维等也可以进行学

习和借鉴，所以写作大环境对于写作活动的重要意

义也许不如小环境那样直接而明显，却是更加深广、

全面和细致。

图１　与“失”有关的配图新闻

一、写作大环境之建构思想

笔者曾看到《春城晚报》的一组文章，这是一组

关于“云南一天”的系列文章。［１］文章占了一个整

版，引人注目的是版面的正中间有一幅云南地图，而

地图中心的正上方用黑体标出一个“失”字（见图

１），地图的四周还有箭头指向不同的地区，箭头联

系的方框内有数条与此地区相关的新闻。这些新闻

的标题都与“失”有关，分别有“失望”、“失足”、“失

灵”、“失衡”、“失算”、“失措”：与“失望”有关的新

闻正题是“出轨丈夫太花心，妻子木棍打死他”；与

“失足”相关的新闻正题是“１３岁少年被骗，沦为毒
贩马仔”；“失衡”的正题是“钢板断裂货车翻，３０吨
石子撒一地”；“失灵”的正题是“断气刹‘断气’，货

车撞进药店”；“失算”的正题“深夜带枪捕白鹭，路

遇民警被识破”；“失措”的新闻正题是“交通肇事撞

死人，逃逸６小时被抓”。各条新闻介绍相应事件，
其中“失衡”的新闻还配有一幅货车侧翻后石子撒

满一地的照片。这一整版的新闻有一个中心，反映

的是云南一天内发生的与“失”有关的新闻。“失”

表明一种缺失、失控、失衡，是一种破坏性的或是否

定性的状态。六则新闻对这一主题做了全面的报

道。

看完这一整版的配图新闻后，笔者想到了与写

作环境密切相关的建构思想。在这组新闻中，体现

了三个特点：一个特点是新闻不是单独的、单一的，

而是一个整体、一种组合，表现了一个中心、一个主

题（即与“失”有关，显示的是一种“缺失”、“失控”、

“失衡”的状态）；另一个特点是每则新闻都有一个

主题词（如“失望”、“失足”、“失衡”、“失措”等），主

题词后面紧接新闻的正题，正题采用双行标题对事

情的整个经过有较清楚的交代，中心明确；三是每一

则新闻都指向正中间的云南地图，事发地点与新闻

内容由箭头相连，这是整体上的图文配合，在细部的

新闻展示中也有图文配合的情况。从这几个特点来

看，笔者认为，《春城晚报》的《云南一天》这组文章

体现了一种建构思想，而这种建构思想已经成为了

我们内部写作大环境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内部写作大环境是社会环境的集中与凝聚，作

为一种写作气氛，其中的建构思想是一种重要的趋

势。建构主义起源于西方，最早可追溯到瑞士心理

学家皮亚杰，后来又得到了斯腾伯格和卡茨等人的

发展与完善，形成了众多流派。目前，建构主义的相

关理论已经延伸到众多的学科教学之中。虽然建构

主义理论繁多，但其中的建构思想可以归结出以下

几特点：１．建构思想的最大特点是赋予事物以意义，
而意义即是指事物或事物之间的内在规律与相互联

系；２．建构思想强调整体、突出中心；３．建构思想强
调意义建构者的主动性与自觉性。

从上面所讲述的《云南一天》的相关材料来看，

正体现了建构思想的核心：１．在内容上，注重把材料
凝结成一个整体，强调材料有共同的中心，凸显材料

的内在意义，突出材料之间的内在联系；２．在形式
上，讲究图文的配合，讲究标题的整齐匀称并交代主

体事实，结构完整并形成完整拼图，在主题词的选择

上也颇为用心，选择一些功能大体相似的词语组成

一个词群。

０９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２年８月



跳出《云南一天》这组文章，我们还可以看到其

他材料里建构思想也很丰富。试举两例：１．有一则
西服的广告词这样说：男人就应该找得准点，守得住

线，撑得住面。很显然，这里的“点线面”体现了一

种整体性的构思。２．ＣＣＴＶ体育频道在每天的晚间
体育新闻报道都有《新闻２４小时》栏目，它以时间
为线索把体坛大事贯串起来简要报道，这种有明显

线索的材料也是建构思想的体现。此外，如果将目

光转向文学史，我们可以看到：《三国演义》讲叙一

个英雄辈出的时代里群雄割据、三国鼎立、晋国一统

的历史；《水浒传》描绘了１０８位好汉被逼上梁山终
因受招安而惨淡收场的全过程；《西游记》讲述唐僧

师徒远赴西天历经８１难终取得真经的故事；《红楼
梦》以宝黛爱情为主线，通过四大家庭的没落揭示

了整个封建社会终归灭亡的趋势。四大名著结构完

整、线索清楚、人物形象鲜明，这都体现了建构思想。

而就现当代的文学创作来看：鲁迅的《阿Ｑ正传》深
刻地揭示了以“精神胜利法”为特征的国民劣根性；

沈从文的《边城》展示了湘西的人性之美与乡土风

情；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于快意江湖中渗透民族大

义，《连城诀》描述了人性贪婪与阴谋诡诈，《鹿鼎

记》则着力描绘一个八面玲珑、贪财好色、劣迹斑斑

的小混混的发迹史……这些也都是具有鲜明建构性

的作品。扩而展之，凡是强调中心、主线、结构、整

体、意义的作品，都符合建构性思想的内在要求。

二、写作大环境之解构思想

写作环境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作为与建构思

想相对的解构思想。解构思想已深入到当今社会，

无论生活、学习还是娱乐等活动，都已带上了解构的

深刻烙印。解构思想的基本特点是颠覆传统、否定

经典、蔑视权威、消解意义，在一种娱乐诙谐中实现

对形成传统的、习以为常的文化产品的破坏。它拒

绝深度，带给人们的是一种新奇而又充满个性的娱

乐。在写作活动里，解构思想也形成了一种巨大的

思想潮流，正成为影响写作环境的又一种气氛。

让我们来看看《春城晚报》２０１１年 １１月 ８日
Ａ２１５版“江湖”的一篇文章《六眼飞鱼》［２］。这是一
幅四格漫画（见图２）：第一幅画中画有一条长着六
只眼的巨大的怪物正在吃人，村民们拿着各种农具，

但显然不是怪物的对手，画面上有这样的文字介绍：

从前有个村子，突然有一天，海上来了只长了六只眼

睛还会飞的鱼，专门吃当地村民，村民管它叫“六眼

飞鱼”。第二幅图中出现了一个小伙子，文字说明

为：就在这时，村里来了一个小伙，他的名字很特别，

叫“爱”。第三幅图里，小伙向村民比划着一把刀的

样子，文字说明为：爱说他能把六眼飞鱼杀死，但是

需要一把叫“勇气”的刀……第四幅图里，小伙子正

放声高唱“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六眼飞鱼（流言

蜚语）……”周围的人则看得一头雾水。原来“六眼

飞鱼”就是“流言蜚语”的谐音，它来自梁静茹的《勇

气》中的经典歌词———“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

言蜚语”。无疑，四格漫画《六眼飞鱼》是对梁静茹

《勇气》的解构。“爱”、“勇气”和“流言蜚语”这样

的中心词变成了人与怪兽的名字，词语的本来意义

被人为地加以拆解，一句意义完整的话被分成几个

碎片，意义不再连贯，不再成为一个整体，意义被人

为地从词语本身剥离。在这种意义剥离的过程中，

作者使用的是这样一种策略：将词语的能指与所指

之间的约定俗成的连接（如正常意义上使用的

“爱”、“勇气”、“流言蜚语”）有意识地进行隔离、阻

碍，使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地疏远化、陌

生化，从而使词语的所指以一种出人意料的、始料未

及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如“爱”是人名，“勇气”

是刀的名字，而“六眼飞鱼”是一个怪兽的名字）。

在这种碎片化的拆解与有意识地疏远、隔离背后，显

现的是作者瓦解经典、消解意义的破坏，而读者看到

这幅作品后，感到的则是一种破坏的快乐。“一本

正经”被捣碎成许多不相连属的碎片，被许多人信

奉的传统意义被拆解而变得面目全非，新的“意义”

也许只是一个代号。这种“意义”指向词语本身，不

是习以为常的、约定俗成的能指或所指，而是一种本

指。

图２　六眼飞鱼

以上以《春城晚报》为例，对写作环境中的解构

思想进行了个案分析，如果将目光投向出版界、影视

界及网络，也会发现解构现象其实非常普遍。例如，

风靡网络的恶搞类作品胡戈的《馒头血案》就比较

典型地体现了解构思想①。《馒头血案》大量截取了

电影《无极》中的画面，重新组合、配音，以搞笑的方

式对其做了大量改动：魔幻故事被改编成惊天血案，

从案发现场、破案、审判到最终行刑，案情“复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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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生代作家邱华栋认为，胡戈和《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代表了解构文化的一个发展。



“曲折”；人物角色有根本性改变，陈红扮演的“满

神”变成了谈判专家，张柏芝变成了模特，大将军成

了城管小队长；片中不时出现《射雕英雄传》主题

曲、《月亮惹的祸》及《灰姑娘》等作为背景音乐；短

片还穿插了荒诞广告，如《逃命牌运动鞋》、《满神牌

?喱水》。这种恶搞是对原作的彻底肢解，碎片化

的过程中又夹杂着荒诞化的组装，解构意味很浓。

解构现象在影视界也很流行，其中穿越剧就典型地

体现了解构思想。比如，２００１年香港 ＴＶＢ推出的
《寻秦记》，它写项少龙穿越到战国，欲见证秦王登

基的历史时刻，却出现许多与历史走向截然不同的

情况：秦王嬴政其实是赵盘，他是在项少龙的帮助下

一步步登上王位的；秦始皇之所以焚书坑儒，是为了

毁灭项少龙的所有记录；项少龙的儿子就是项羽；等

等。此类穿越剧对严肃的历史进行个性化的解释，

其新奇的情节、先知先觉的智者形象、极富张力的古

今对撞等，对传统的历史观、宫庭观、妇女观、婚恋观

进行了解构。总之，解构思想强调对传统、经典的颠

覆与否定，对权威意义的质疑、嘲讽与消解，具有个

性化的反叛精神。

三、如何看待写作大环境？

以上对于写作大环境的两个重要方面作了举

例，此处还想进一步探讨两个问题：第一，写作大环

境中建构思想与解构思想是一种怎样的相互关系？

第二，写作大环境对写作教学的教师有什么教学上

的启示？

首先来看看建构思想与解构思想在写作环境

中的相互关系。笔者认为，建构思想与解构思想

是并存的，而且两者是一种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

关系。上文提到的《春城晚报》的两篇文章，第一

篇《失》主要体现了写作环境中的建构思想，而第

二篇《六眼飞鱼》则反映了写作环境中的解构思

想。然而，这只是从主要的、主流的思想表现来作

的一个判断，如果细细解读，不难发现这两种思想

是相互交织、难解难分的。先说建构中的解构。

如《失》采用了组装、拼图的方式，对“云南一天”

中的“失望”、“失足”、“失灵”、“失衡”、“失算”、

“失措”等事件进行了集中展示。从强调中心、整

体、意义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建构，但是它采用拼

图的方式，本身带有一定的分散性、片断化。此

外，这六则新闻因为注意标题的向心性、与主题的

对应性而造成了叙述视角的限制。如：第一则新

闻“出轨丈夫太花心，妻子木棍打死他”采用的是

施动者的视角；而第五则新闻“深夜带枪捕白鹭，

路遇民警被识破”则采用的是受动者的视角。这

种视角的设定会在表达方式、情感态度、语气语调

等方面有一定的倾向性。如果说，一个生活事实

本身是一个整体，而用受限视角建构起来的带有

倾向性的作品中的事实就是不完整的。这种片面

性意味着作品具有一定的解构性。更深一层说，

现实生活无比丰富，关系交错而又常变常新，文学

艺术尽管可以揭示生活的本质，可以展现“更高的

真实”，却无法在生动性、丰富性上与现实生活相

比，这似乎也意味着语言的建构先天地带上了解

构性。当然，解构还有一个参照物的问题。就像

金庸的《鹿鼎记》讲述了一个韦小宝“获美得宝”的

故事，塑造了一个八面玲珑而又贪财好色的无赖

形象，而《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神雕侠侣》里

的杨过却是爱情忠贞、道德高尚、忧国忧民、武艺

高超、行侠仗义的英雄人物。两相对比，韦小宝的

形象简直如天壤之别。这是对小人物的建构，是

对英雄的解构；是对 “英雄叙事”的解构，是对“无

赖叙事”的建构。再看解构中的建构。前引《六眼

飞鱼》的故事里，“流言蜚语”、“爱”、“勇气”等词

语的本身意义被人为地消解、被有意识地碎片化，

词语的能指与所指被有意识地进行剥离。在这个

时候，词语本身的意义被消退了，被解构了，可是

我们分明看到了另一种意义建立起来了：为了替

村民除掉“六眼飞鱼”，“爱”需要一把叫“勇气”的

刀。这“另一种意义”也是作者的一种创建，也表

达了一种“新的意义”。所以，这里的解构与建构

是并存的，同时，解构的过程也是建构新的意义的

过程，它们呈现出一种相互交融、彼此渗透的状

势。上文提到的穿越剧，虽然主要体现了对传统

历史观、女性观、宫廷观的解构，而这种解构中也

掺入了现代人的理解，体现了一定的建构性。我

们不妨这样认为，建构与解构并存正体现了当前

一种普遍的内部写作大环境，若纯粹地解构，以破

坏为目的，对传统信仰、价值观、传统的写作手法

等进行瓦解与摧毁，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虚无空洞、

无序混乱。正如肖莉所说：“西方现代的部分实验

小说，中国当代的一些先锋小说，其捣毁和解构传

统叙事模式，消解一切价值信仰大胆创新的勇气

是可敬的，但是因为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只知一味

到处放炮，而不建构自己的价值大厦，读者从中获

得的除了一丝惊愕之外就是茫然雾水了。”［３］所

以，解构尽管是一种强大的思维方式，它必然还是

要有所建树才能保有价值。

最后一个问题，写作大环境对写作教师有什

么教学意义上的启示？笔者认为，写作大环境对

于写作教学应该具有以下几点教学上的启示意

义：第一，写作大环境中的建构思想与解构思想，

从总体来看，它体现了一种写作气氛，是人们从事

写作与阅读要接触的先在性环境。我们如果默认

这种先在性环境，就可以更精确地认识到别人写

出来的作品的主导性创作倾向，就能够更深入地

领会文章的内容与形式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从个

体而言，以建构思想为主还是以解构思想为主，或

是将两者融合起来进行创作可以内化成个体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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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创作原则。这种写作原则对于学生而言，

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可以长久地指导学生的创

作。第二，写作教师不仅应该正视写作大环境中

建构思想与解构思想并存的情况，还要看到无论

是建构思想所强调的整体、中心、意义、价值，还是

解构思想所强调的碎片、反叛、剥离、破坏、摧毁、

嘲讽，都要看到学生在写作过程中的主动性、创新

性与求异性。主动性指学生运用材料的自觉主

动，学生可以对材料进行综合，梳理出其中的内在

关系（就像上文《春城晚报》第一篇文章那样），也

可以对已有材料进行颠覆、消解、碎片化，使材料

以一种出人意料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如上文

《春城晚报》第二篇文章）。创新性是指作者在对

材料进行建构或解构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新

颖、新奇与独特。求异性是作者在思维与创作过

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追求差异、力求新颖的性质，

它与创新性有相似之处，但更强调与读者已有的

解读方式、潜在的阅读期待存在的不同。这种主

动性、创新性与求异性，既是写作大环境的内在性

质，也体现了学生在写作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这

就要求写作教师具有开放眼光和民主精神，让学

生独立思考、自主选材，或建构或解构，从而使写

作展现异彩纷呈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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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８８页）
　　例５既然离家是痛苦的，即将踏上前方的人是
惶惑与茫然的，为什么人们还要远离家乡？（《前

方》的教学设计）

例６如果你是一位在场的听众，马丁·路德金
演讲中的哪些梦想会让你热血沸腾？会让你毅然决

然地投身到改变自己命运的斗争中去呢？

例５的问题实质上是“为什么人们要远离家
乡？”如果我们采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提问，我们

说，我们达成了语文教学优质提问的起点性指

标———清晰化的问题表述。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旦

我们改变问题的语用策略和形式，采用了智慧化的

语用策略来设计问题，以反向情绪为铺垫，对问题进

行情境的创设，显然，这将更加有利于引导学生对文

本进行深度的思考。同样，对例６进行问题的还原，
我们也可以看到问题的实质：马丁·路德金的梦想

是什么？你是怎样理解他的梦想的？所以，一旦改

变提问的策略，问题的表述就有了更多的智慧含量。

这种智慧化的问题表述显然可以更多地调动学生对

文本阅读理解的激情，从而激活学生更多的思维，把

学生对文本的解读引向思维的更深处。智慧化的语

用指标，是更高层级和更高品质的语文教学的优质

提问。语用智慧化是语文教学提问实现优质化必须

满足的第三个重要的语用指标。

三、结论

综上所述，语文教学优质提问的特征考察首先

要立足于语文教学的特征考察。语文教学是进行语

言训练和语言实践的教学，是进行语言体验和语言

感悟的教学，是进行语言生成和语言创造的教学。

同时满足这三个特征的语文教学必定是高效而长效

的，因而是优质的。优质的语文教学提问的特征主

要体现在四个方面———语文教学的教学目标、教学

内容、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而这种特征最终都表征

为以下的语用特征———语用清晰化、语用逻辑化和

语用智慧化。兼有清晰化、逻辑化和智慧化的语用

特征的语文教学提问，是真正优质的语文教学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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