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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生活作文就是学生在生活写作中凸显生活世界文化意义的过程。文化生活作文具有体验性、文
化性、深刻性和对话性等特点。文化生活作文是学生文化精神建构的必经之途。在中小学校开展文化生活作文教

学，不仅能在作文教学中高度达成课程标准提出的文化育人目标，而且还能为根本解决学生生活作文“假大空废”
问题提供新的途径。

关键词：文化生活作文；体验性；文化性；深刻性；对话性

中图分类号：G4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18)05-0045-03

教 育 理 论 与 实 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ducation

当前，一些学校非常重视文化生活作文，纷纷展开教学研究

并取得一些可喜的成绩。但是，由于国内文化生活作文的理论研

究不足，教学改革的基础理论未取得突破，一线教师在教学实践

中存在不少困惑和困难，文化生活作文教学也常常出现偏差。鉴

于此，笔者基于现象学基本思想和方法，提出文化生活作文概念

并对其特点、内涵及教学价值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能为一线语

文教师开展文化生活作文教学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国内文化生活作文教学研究与实践的现
状与问题

目前，国内对文化生活作文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献几乎还是

空白。不过，国内学者谭蘅君提出了“文化作文”理论，对文化作

文教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首先对文化作文进行了界定，

认为“文化作文是用文化的眼光审视话题，用文化的材料表现话

题，用文化的意蕴丰美话题。用文化的笔法写作话题，用文化的

思辨挖掘话题，用文化的品位提升话题；是把作文的根扎进文化

的土壤，让作文在几千年文化长河中汲取营养，把古代文化、当
代文化、生活文化、中外文化对比、古今文化思辨等整合起来，让

作文的鲜花散发出文化的芬芳”〔1〕。从该定义可以看出：文化作

文就是选材、立意与表达（方法与语言）都需要有鲜明的文化特

点的写作活动。
“文化作文”在国内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全国各地有多

所学校参与了“文化作文”教学改革实验。不过，在教学实践中不

少教师把文化作文局限于传统文化之中, 以考试获得高分为正

鹄,文化写作一味追求古典味和文学味，结果导致学生文化写作

丧失了生活味。一些研究者对文化作文进了反思和批判，认为

“写作之伪，首先伪在对现实生活的无视，伪写作作为一种精神

操作的过程，荒芜了个人情怀心灵世界。真正的文化关怀与关怀

者的生命原创力密切联系”〔2〕。
文化作文不是文化生活作文，但谭蘅君在其研究中已涉及

生活作文，认为文化作文也可以写现实生活，即“用文化的眼光观

照社会人生的作文，或直接表现一个群体、一个民族生存状态的

作文，或者运用古今文化材料表达个性的真情实感的作文，或者

以生活场景表现生活中的文化的作文等，都是文化作文”〔1〕。可

以看出，他认为文化作文可以表现真实生活蕴含文化，能让学生

关注与自己生命情感直接关联的生活世界，已初步揭示了文化

生活作文的基本内涵。但他未明确提出文化生活作文这一概念，

也未专门对文化生活作文这一概念进行界定，而且也未突破传

统理论的局限。因此，笔者尝试借助现象学基本理论，对文化生

活作文进行较为系统的阐释，以期能为文化生活作文教学改革

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引导。

二、文化生活作文的定义和基本内涵
界定文化生活作文这个概念，关键在于对“生活世界”的界

定。何谓生活世界？从现有的关于生活作文教学研究的文献来

看，很少有研究者对生活世界这一基本概念进行界定。一般认

为，生活世界就是一个外在的客观的世界。这种观点的最大问题

就在于容易导致学生认为真实的生活世界就是一个外在的客观

世界，忽视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使原本具有个性化的主客观统

一世界成为一个外在的客观世界。实际上，在现象学哲学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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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世界是一个基本概念，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哈贝马

斯等都对生活世界进行了界定。当代文艺学、教育学也常常在现

象学意义上使用“生活世界”这一概念。其实，生活作文的对象正

是现象学家们关注的那个生活世界。在这里，为了便于对生活作

文的特点以及教育教学功能进行阐释，笔者对此概念的内涵进

行了简单的解释和说明。
首先，生活世界是一个直观的知觉世界。胡塞尔认为，生活

世界是“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

界”〔3〕。胡塞尔在这里明确地把生活世界界定为一个知觉世界。
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认为“现象”就是“生活体验（living
experience），其他人和事物正是在其中被给予我们。……现象场

不是一个内在世界，现象不是一种意识状态或精神实体”〔4〕。因

此，有学者就指出：“梅洛·庞蒂所认为的作为知觉现象学研究的

现象场不是别的，正是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5〕。因此，生活

世界是一个直观的知觉世界。
其次，生活世界是一个文化世界。生活世界在胡塞尔那里只

是他进行先验还原的出发点，“只是作为我们或他人已经对之进

行了逻辑判断、认识活动的世界而给予我们”〔6〕。这个世界“不

仅仅是一个缄默的、感知的直观世界，而且是对当下呈现的、具
体的、历史的世界及其各种文化产物的一种体验”〔7〕。因此，胡

塞尔的生活世界是一个文化世界。同样，在梅洛·庞蒂看来“现象

学的世界不属于纯粹的存在，而是通过我的相互作用，通过我的

体验和他人的体验相互作用，通过体验对体验的相互作用显现

的意义。因此，主体性和主体间性是不可分的”〔4〕。在这里，梅氏

认为生活世界是一个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统一的世界，这里的主

体是一个未经先验还原的文化主体，直观的生活世界就会不自

觉地被主体文化意识所构造。因此，在现象学家们看来，生活世

界就是一个文化世界。
基于以上对生活世界的内涵的现象学界定，笔者认为生活

作文本质就是以直观的生活世界为对象，在反思和表达中重构

精神世界的写作活动，而文化生活作文就是学生在反思和重构

中发现和凸显生活世界文化意义的写作活动。文化意义在这里

包括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文化表层意义，比如，生活事件中呈

现具有民族文化特色、地域文化特色、传统文化特色的生活事

件；二是深层意义，比如，蕴含于文化生活事件中具有群体性的

价值观。如果生活作文仅仅停留在第一层面，那么这样的写作显

然还属于浅层写作。文化生活作文教学需要教师引导学生从表

层的文化生活写作逐渐进入深层的文化生活写作。

三、文化生活作文的基本特点
文化生活作文作为生活作文的一种类型，它不仅具有生活

作文的特点，还具有自身的特点。充分认识文化生活作文的基本

特点，有助于教师更加准确地把握文化生活作文教学的内涵，避

免文化生活作文教学偏离文化生活作文的方向。

（一）文化生活作文的体验性
文化生活作文的内容就是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本身就是一

个“被知觉的世界，即被知觉经验所体验的世界”〔5〕。正因为如

此，生活世界是实在世界在知觉之光中显现出来的一个具体的

感性世界，也是一个模糊与清晰、情感与理智、审美与认知都在

其中的含混世界。文化生活作文需尽可能地面对生活世界本身，

在丰富的感性形式中呈现生活世界的文化意义，而不是对生活

世界文化意义的理性分析。因此，体验性是文化生活作文的基本

特点。

（二）文化生活作文的文化性
文化生活作文的文化性主要表现在作文观察、作文内容和

语言表达等方面呈现文化味。首先，文化生活作文需要从文化的

角度观察世界。生活世界虽是一个文化世界，但它总是一个“侧

显”的世界，如果不能从文化的角度去观察生活，就难以发现其

中蕴含的文化意义。其次，从写作内容来看，文化生活作文不仅

要呈现文化特色鲜明的生活世界，比如，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的

生活事件，还要进行文化立意，凸现文化意义不明显的生活事件

的文化意义。此外，在语言表达方面，文化生活作文需要学生将

具有民族特色的语言和写作技法运用到生活作文之中。

（三）文化生活作文的深刻性
文化生活作文不仅要呈现文化生活的实践形式，还要呈现

文化生活的文化价值观。文化价值观处在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
国外有学者直接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表层文化和深层文化两个层

次。深层文化包括对人性善恶的认同、信仰、信念、荣誉观、责任

感等价值层面的观点和看法〔8〕。深层文化的价值观总是潜在于

文化表层的各种实践形式之中，它蕴含于饮食、服饰、建筑等物

质形式之中，也蕴含于文学、绘画等符号形式之中，还蕴含在人

的日常行为和活动之中。在日常生活中，文化观念总是时时处处

影响着人们的知觉、行为与活动，但它又总是不自觉地发挥着作

用，发现日常生活的深层文化意义又很困难。因此，在文化生活

作文教学中，需要学生具备较强的反思能力，从貌似没有文化意

义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人的行为与活动背后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

心理，然后基于反思的结果进行文化立意，最后再进行材料剪裁

与组织。因此，文化生活作文是一种深度写作。

（四）文化生活作文的对话性
在日常生活中，文化价值观的冲突与融合在人与人之间、自

我与自我之间不断地发生着。有时候，个体会坚守自己的文化观

念，导致不同的文化观念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裂隙；有时候个体

内在文化价值观的冲突会给自己带来很多困惑和痛苦。学生在

文化生活作文中，肯定会面对这样一个文化价值观不断冲突与

融合的生活世界。学生进行文化立意时，不仅要拥有开放和包容

的文化心态，还要对不同文化价值观进行理性反思和批判，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参照，对不同的文化价值观进行价值判断，

不断调整自己的文化观念，重构自己的文化精神世界。此外，在

教师引导学生进行文化立意的过程中，学生还会与同学、教师及

其他人在文化价值观层面上进行深度对话。因此，文化生活作文

是一种对话性写作。

四、文化生活作文的教学价值
（一）文化生活作文是达成语文课程文化育人目标

的必经路径
在信息化时代，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接触的文化信息十分丰

富，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各种观念的影响，其精神世界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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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被污染，因此，需通过课程教学引导学生自觉建构文化精

神世界。语文课程教学在学生文化精神的建构中具有独到的功

能。因此，《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明确指出：

“语文课程 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

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具有不

可替代的优势”〔9〕。
学生文化精神建构的起点是日常生活世界，其精神成长是

从家庭和社区的日常生活开始的。因此，学生个体文化精神世界

的建构，必需回到日常生活世界。在语文阅读教学中，学生可从

文本世界回到生活世界。但这种从外到内的回归路径，在培育学

生的文化精神方面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因为该路径是由外向

内找对应点，且使用的阅读教材又基本上是统编教材，阅读内容

与学生的文化精神状态往往有错位现象。而文化生活作文则直

接面对学生的生活世界，并理性反思这个世界，不断重构这个世

界，这样就能直接改造和提升学生的文化生活体验。因此，文化

生活作文是达成文化育人目标的必经路径。
文化生活作文能有效达成语文课程文化育人的目标，但有

些教师不能引导学生从文化的角度来观察生活并发现其中蕴含

的文化意义。正因如此，学生在小学阶段与中学阶段写作的记叙

文中，在作文立意方面难以出现变化。比如，亲情是学生作文常

见的重要主题，在学生作文中，无论小学生还是中学生，普遍都

会通过日常生活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爱。
但是小学阶段这样写还行，如果在中学阶段还这样写，显然作文

主题类型不够丰富，主题深度也不够。究其原因，是因为教师难

以从文化角度引导学生反思日常生活世界。对于初中生来讲，尽

管让他们发现日常生活文化意义有一定难度, 但其逻辑思维已

有很大的发展，具备较强的思辨能力，只要教师能从文化角度观

察或反思日常生活世界，就能发现日常生活的文化意义,并在此

基础上进行文化立意。

（二）文化生活作文是根除“假大空废”问题的重要

路径
到目前为止，“假大空废”依然还是作文教学中普遍存在的

问题。尽管该问题长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和批判，但问题并

未因批判和共识而得到根本解决。有人将问题归咎于考试，有人

把问题归咎于教师，也有人把问题归咎于学生。其中最具代表性

的观点是：“生活是写作的源泉，现实生活中，学生接触较多的只

是家庭和学校，再加上社会上个别安全事故的发生，家长也认为

学生在学校和家里最安全，学生在狭小的生活空间里成长，如同

笼中小鸟，无法感受蓝天的广阔和风云变幻，对社会缺少观察思

考，发现不了，接触不了鲜活的事物，感受不到生活的丰富多彩

和人物的纷繁复杂，怎能激起对生活的热爱。”〔10〕现在的学生，

很少有时间去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或休闲娱乐，学生的活动范围

与方式非常有限。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做法，在现实中会面临许

多难以克服的障碍。也难怪很多教师把生活作文“假大空废”问
题归咎于此。

首先，生活作文不是不能写真实生活。尽管学生的活动范围

与方式非常有限，但无论怎样，学生并未与世界隔离，总会与亲

人朋友教师同学交往，与自然接触，与社会生活触碰（社会生活

总会以片断的形式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实际上，对中小学生

来说，生活作文写“真”容易，写“具体生动”还行，只不过要写

“深”就比较困难了。当前，小学作文教学在“真”与“具体生动”方
面已做得比较到位。其次，生活作文不仅能“真”还能“深”。中学

生面对的是与小学阶段总体相似的日常生活，发现新的意义的

确非常困难。但是，文化生活作文本身就是一种深度写作，如果

学生能从文化角度进行作文观察、作文立意与表达，就能写出有

深度的生活作文。最后，文化生活作文能有效解决生活作文“废”
的问题。如果学生能从熟悉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丰富的意义，写出

有深度的文章，也就没必要费心费力编造“假大空废”的无意义

的东西，那么“假大空废”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可见，解决生活

作文“假大空废”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废”的问题。作为一种深

度写作的文化生活作文正好能胜任这一任务。因此，文化生活作

文是根除生活作文“假大空废”问题的重要路径。
文化生活作文能自觉建构学生文化精神世界，在学生文化

精神的成长过程中发挥独到的功能。而且，文化生活作文还能解

决学生作文“假大空废”的问题。因此，中小学校应积极开展文化

生活作文教学，让文化生活作文的文化育人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在作文教学中高度达成语文课程标准提出的文化育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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