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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年的努力，最近我成功加入了中国金融作家协会和中国散文学会两个

“国字头”的文学组织成为其会员。身边一些爱好写作的朋友获悉后就来向我取

经：“如何才能提高写作水平？”我觉得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既易亦难，不是一两

句话可以说清楚的。那么，我就来谈谈我的写作经历和心得吧！

毛泽东主席在《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写到“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

我很喜欢主席的这句词。我始终认为，想做好世上任何一件事，一定要有毅力，

要克服一切困难，只要持之以恒地做下去，才能做好它，才能达到熟能生巧的专

业境界！写作也是如此。

中学时期，我的语文成绩平平，虽然在高中时期写过一篇微型小说《生活浪

花》，但对语文这门学科的兴趣还是不那么强烈。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不

知怎么的，我爱上了撰写时事分析评论，多篇分析评论被国际知名广播电台选用

播出。数年后，由于公司年假制度，每年可以休假外出旅游，我又开始转向撰写

以游记散文为主等内容体裁的文章。当然，与工作经历相关内容的文章也写了不

少，其中《外资银行的春天》发表于二〇〇八年八月一日出版的《上海金融报》

（现已停刊），《世博梦 金融圆》发表于二〇一〇十一月一日出版的《金融时报》。

二〇二〇年九月，我有幸在上海结识了青年作家网总编辑汪鑫老师，成为了青年

作家网签约作家。我的散文《人间四月天》荣获青年作家网组织举办的“2020·全

国青年作家文学大赛”散文组二等奖。二〇二一年五月出版的第六期《清风文学》

(青年作家网旗下文学刊物)还选用刊载了我的散文《激情·距离》。

经过多年的坚持写作，我终于在二〇二一年五月出版了人生中首部散文集

《人在旅途》(英文书名：Everywhere New in Life Goes on，中国出版社和中国人

文出版社联合出版),并特别邀请了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家朱惜珍女士、中国香

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副教授李文先生(BBC英国广播公司中文部前总监)、中国

作家协会会员魏丽饶女士以及青年作家网总编辑汪鑫先生为我的拙著作序。说到

这里，我认为，结识更多重量级的大咖作家是十分必要的，也是重要的。通过与

这些名家交流，你的写作水平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流动，自然而然潜移默化地提高。

今年春夏之交上海因奥密克戎疫情实施“全域静态管理”措施，在此期间我

撰写了《2022·上海抗疫十记》系列文章。我在撰写这十篇文章之前，都花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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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时间思考和资料搜集整理，随后才开始组织语言在电脑上码字形成有一定结构

的初稿。十篇文章中的每一篇文章看似相互独立，但它们之间却互相联系，有的

前后呼应，有的承前启后，这就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也就是文章的脉络和逻辑。

我写文章历来都十分重视题目。一个好题目也是一篇文章的关键。好与不好

的标准就是看这个题目是否能够吸引读者，调动读者的阅读积极性。在当今互联

网信息时代，我们经常听到某某文章是“标题党”，文章读完后其实并不怎么样，

但标题却很引诱人。

在此，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下上海封控期间我在创作《2022·上海抗疫十记》

时经过多番思考后定下来的十个题目：《2022·上海抗疫之一：创造晴天》，

《2022·上海抗疫之二：从“足不出沪”到“足不出户”》，《2022·上海抗疫之

三：天地有情》，《2022·上海抗疫之四：人间大爱》，《2022·上海抗疫之五：并

肩同行》，《2022·上海抗疫之六：再战明天》，《2022·上海抗疫之七：敢问路在

何方？》，《2022·上抗疫之八：今夕是何年？》，《2022·上海抗疫之九：等待花

开》，《2022·上海抗疫之十：他山之石》。不知道大家发现了上述十个题目有什

么特征或规律了吗？

除了一个好题目之外，开头和结尾也很重要。开头和结尾是一篇文章的重点，

特别是开头。如果你不能在故事的开始就吸引读者，那他们就很难有耐心把整篇

文章读完。所以投入更多的时间去考虑怎么写好开头，读者一旦对你的开头感兴

趣，他们就会想知道得更多······写好开头后，再弄一个精彩的结尾，这会让

读者更加期待你的下一篇佳作。

对于想提高自身写作水平的人来说，专门的写作时间也是非常必须的。每天

找一个没有任何打扰的时间段作为专门的写作时间，这是我的写作习惯。对我而

言，接近午夜时分的夜间时段，此时夜深人静，写作是最佳的。因为在这个时间

段里，我可以集中精神地去写作。写作是一件一心一意的事情，在嘈杂的环境或

是同时干着别的事情，是不可能写好的。写作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需要一点点

柔和的背景音乐。关掉邮箱，关掉手机，关掉电视，清理掉书桌上无用的东西。

清除与写作无关的一切杂念，现在就是写作时间，好像把自己关进一个盒子里，

在没有任何打扰下进入写作状态。无论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在这样的时间段内和

环境下把写作当作每天必须完成的任务去做。每天至少写半个小时，当然有一个

小时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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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输出的过程，有输出必然要有大量地输入。输入就是要尽可能多地阅

读名家优秀的作品。输入和输出是双向的，我们都知道唐朝诗圣杜甫在《奉赠韦

左丞丈二十二韵》写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还有，罗兹·莫里斯( Roz

Morris)也说过：“阅读让我们接触到比我们自己更好的作品，并帮助我们提高。

阅读——好的和坏的——会激发你的灵感。”通过阅读更多内容，你的大脑会自

然而然地了解诸如良好的词汇、不同的写作风格和良好的句子结构之类的东西。

它还可以提高你的阅读理解和注意力水平。如果你不读更多的好作品，你就不知

道如何写出更好的作品。优秀的作家都是从阅读别人的佳作开始，接着开始模仿，

最后超越他们，形成自己的风格。尽可能地多读名著，在看内容的时候，更要留

意文章的问题和写作的技巧。

模仿名家，这并不意味你要跟他们写得一模一样。你可以试试新的写法，从

这里学一点，从那里学一点。渐渐地，你就会有了自己的风格，自己的文体，自

己的思路。试试一些不一样的表达，或创造一些与众不同的表达方式，每一个方

法你都可以尝试，看看它到底怎么样，不好就不用呗。

获取别人的反馈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闭门造车不会有任何进步，让别人读

读你的文章给你回馈，最好是有经验的作家和编辑。他们见多识广，会给你很中

肯和有见地的建议。认真地听，即使是一些批评，也接受它，忠言逆耳，这样只

会让你写得更好。获取别人的反馈对文章进行修改，就会成为一篇好文章，没有

一气呵成的爆文，也没有天成偶得的佳作。好的文章都是经过打磨、修改、精雕

细琢出来的。

最后，若有条件或机会，可以报名参加一些文学写作培训课程。二〇二一年

六月十五至十八日我有幸参加了由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和上海市网络作家协会

联合主办的上海网络文学高层次写作人才研修班，课程结束后并获得结业证书。

总之，持之以恒加熟能生巧是提高写作水平的不二法门。每天多写，笔头熟

了，素材多了，写起文章来也就得心应手了。总有一天，你也可以写出好文章、

好作品，成为一名大咖作家。(完)

作者写于二〇二二年七月十六日晚，修改于十七日上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