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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们的写作课：好文笔是读出来怠�

内容概要

好文笔是读出来的？
不是所有的人都真的会读，但真正会读的人一定会写！
《大师们的写作课》让你通过读就能迅速地提升写作能力，从48位文学大师的笔下，找到关于写作的
密码——
【内容篇】从“颜色”到“情色”，你的笔下也可以写出10万种活色生香；
【技能篇】从“标点”到“收束”，为你深度解码大师们的写作密码；
【拓展篇】从传统文学、外国语言、前人新秀、自媒体大众那里，为你开辟更多提升写作的路径。

你也可以成为一个真正会写的人，写出你宝藏一样丰富的内心，写出你强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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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们的写作课：好文笔是读出来怠�

作者简介

舒明月
豆瓣阅读人气作者，写作社群领导者。
毕业于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曾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工作。现为自由撰稿
人、译者、文学评论人。
对语言文字高度敏感，有甄别汉语写作的火眼金睛，擅长文本精读。2014年起于豆瓣阅读开设精读专
栏，读者评分9.4，为全平台罕见高分，获“小雅奖·最佳专栏奖”。发起组织各类写作项目，开讲系
列课程，引导数千人取得写作的实质进步。
本书中，作者以庖丁解牛般的细致和娴熟，分析点评48位顶级作家的经典文本，力求为读者奉上精准
且行之有效的一套写作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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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们的写作课：好文笔是读出来怠�

书籍目录

序言1 —— 文字，不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爱好
序言 2—— 好文笔是读出来的
Part 1        ——内容篇——
在文学世界里看见10万种活色生香
【颜色】除了灰绿红蓝，我们还能写出什么？ (上)
【颜色】除了灰绿红蓝，我们还能写出什么？ (下)
【花事】化“景语”为“情语”的四步法
【美食】各种普通食物好吃的时刻
【萌物】汪曾祺的“鸡教”与杨绛家的猫
【童真】真 ≠ 善——撕破孩童世界的隐讳
【容貌】千万别将外貌与性格过多联结
【男色】张爱玲为什么从来不写美男子？
【情色】如何写出韩国情色电影一样的唯美
【云雨】像剥开一个珍美的桔子似的
Part 2        ——技能篇——
深入解码，寻找大师们的写作密码
【标点】天才笔下的标点不同凡响
【造语】出奇制胜，才能“惊”艳于人
【比喻】善用比喻是一种基因突变 (上)
【比喻】善用比喻是一种基因突变 (下)
【通灵】菲茨杰拉德化平庸为神奇的法力
【情感】“冷”心肠写不出“热”文章
【血书】高手对决，比的是情感浓度
【匮乏】“黄金时代”请你放下文艺范儿
【节制】冯唐是如何毁在没有节制上的？
【雅俗】正确添加方言俗语的姿势
【收束】散文要“度尾”，小说多“煞尾”
Part3     ——拓展篇——
为写作开辟每一种可能
【传承】好一朵牡丹花，谁来接过去？
【译言】你为什么不必读翻译文学？
【互文】语言的杂交，掌控得好就是创意
【模仿】先模仿艺术，再模仿生活
【新秀】与安妮宝贝相比，莫言差在哪里？
【社会】所有的写作，都是为了被阅读
【文艺】我们不能拥有才华，而是才华将我们用作容器
后记：写作是一种具有杀伤力的梦

Page 4



《大师们的写作课：好文笔是读出来怠�

精彩短评

1、很棒的书，相见恨晚，把经典娓娓道来，平实亲切生动鲜活
2、教授别人写作其实非常难写，一个是方法总结的能力，一个是自身的写作能力，尽管这本书以阅
读做为指导方式，但依然捉襟见肘。不是说作者没有见地，只是还不到能够教授他人的程度，而且有
明显的个人偏好，作者自身阅读的宽度仍然有待提高。
3、有可取之处，也有不同意之论⋯⋯得着重细想
4、被骗了，作者自己提倡干货，但满纸都是网络时代公众号吸引读者的套路，以公众号饮食男女宠
物八卦的方法选段，配上矫情的评论，体系凌乱，缺乏分析，处处流露出尴尬气息。只看选文初中程
度或可有用。还不如08年那本《大师的写作课》
5、作者缺乏文学常识，错误百出，但作为一个糊弄小白的书还是蛮有用，但这种名句名段的摘抄真
的没啥意思，不如去读原著，还有作者的文学素养还是需要在学习一个
6、算教科书了吧。
7、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好，还行吧
8、这本书还有这个作者的专栏貌似很火，不过同类型的书我更推荐毕飞宇那本《小说课》。那本分
析得要更有趣，更容易学到读小说的方法。这本感觉偏写作速成多一点
9、分析思路，我觉得好是挺好的，但是举的例子，要触动某些人的神经了，尤其是钱钟书、莫言和
冯唐的粉。这本书比较好读，又难读。好读，是因为好理解。难读是因为不容易产生思考，这类书都
是如此，有些问题，只有看过举例的书，才能判断说得有什么问题。不管怎么说，是值得读的书，可
以学思考方法。
10、我一直觉得位伟大作品里面除了天赋以外，绝对是有精心雕琢的技法的。但是，以前读书要么读
得囫囵吞枣，要么只能大致的觉得好或者不好，细究起来无法言说。现在，终于能感受到过去阅读体
验中那些不明不白的好与不好了。另外，从文字的角度来讲，翻译作品确实不值得一读，但是框架结
构有些还是可以研究的。读这本大师门的写作课，也算是为认知新开了一扇门。
11、和毕飞宇的《写作课》一比就看出了高低，但还是有所获吧
12、我可能是不喜欢作者的叙述风格。
13、非常好
14、确实有不少耳目一新的观点。但读完这本“好文笔是读出来的”，并未学到任何“如何用阅读提
升文笔”的可行方法，作者提过的读经典，读大师，不说我也知道的。还有我不同意作者大多的负面
分析，过于主观。比如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中的外观描写，作者认为他通过相貌折射性格不妥，我却
全然接受。作者把文笔看作写作中top1我没意见，但“所谓主题压根不重要”这种话没必要写出来了
吧？作为一本教导别人写作的书（虽然没学到东西）。
15、呵呵。。。
16、看了一点⋯⋯没什么实际性内容 
17、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本书被捧到天上去了，更想知道那些满分的真看过这本书吗？很多地方明显凑
字数，换个名字叫《舒明月喜欢的句子摘抄集》得了
18、还是有一些指导意义的。至少可以说服我去多读书了不是吗。2017.03.30
19、我确信作者是个饱读诗书的有才之士，初读开头几章颇觉惊艳，发现作者对文学的细节确实很有
研究，但再翻下去，越觉作者观点有问题，发表观点根本是依据自己即兴发挥，作为俯瞰一切、全知
全能的上帝去看待其他写手，毫不掩饰地去指责一些成名作者，难道作者自身就没有缺点？说得好听
一点，就是太过“私货”了，此书只能半读，不可深读，不可尽信。
20、观点鲜明以至过于主观，可读性佳但仅能称为书评而非写作指南。不建议初学者阅读。
21、感觉算不上理论，算是作者个人的一种对文字的审美和见解吧。不过，对我这样的菜鸟而言，有
很大启发。对于文字的锤炼和画画一样，需要先有审美，才知道什么是好的文字。这算是作者的核心
思想吧。
22、我开始重视文字，文学非一般人能企及。
文艺有什么用？至少可舒缓人的负面情绪。好文章的“四有”：有趣（王小波，韩寒）有用（干货）
有料（真实的见闻）有力（情感以及审美上的力度）
23、看到后面读出了作者的偏见，很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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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们的写作课：好文笔是读出来怠�

24、推荐的书都想看一遍。
25、去年11月中旬在写手圈看到推荐没犹豫就买了。
这本书从如何描写颜色、花事、美食、萌物、容貌、情色、比喻、通灵、情感等十几个专题详细地进
行了讲解，见解读到，有比较高的学习价值。系统学习后，学习写作有了新的思路，很感谢明月老师
的指导！我一朋友都说，读了这本书，写作功力大增！值得阅读！
26、这本书太文艺了，文艺到把我这个粗人给腻着了。作为一名工科生，我觉得把丰富世界的内心戏
砍掉一半，腾出时间做点事情，一是文字会更有生命力，二是可以干掉拖延。 文艺是高级享受，但是
如果养不活自己，还是先收敛起来去搬砖糊口好一些。如果你不是文艺青年，这本书就不推荐了。
27、色彩一节让人受益良多，第二部分也值得一看！
28、玩赏文字的好趣味，不是教写作的
29、我还以为是什么⋯你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永远是只读了两三年书的人出来晃荡，这于他们究竟也够
用了。
30、文笔不错，观点过于稚嫩，眼界不宽，把写作窄化为遣词造句。
31、部分观点偏激。其它还可以。
32、虽然有些看法颇具主观，比如对冯唐看法。但是它就是我想要的。
学到了不少技巧：
1植物可用形态，颜色 ，花期甚至各种冷知识来进行说明文式描述
2关注对象，关注语言。语言精练，可拟人，别矫情，用词遣句间传情
3相貌就是相貌，具体性格让读者去猜。
4景色动静结合，方是正道。
5有感情，想什么就写什么
33、这么高的分数，是不是恰恰说明大多数人文学修养差到极点？
34、这本所谓教写作的书完全是靠豆瓣炒出来的吧，分那么高也全是豆瓣粉丝捧出来的吧。单从作者
行文的逻辑和遣词造句的能力，就可以断言他全无资格教写作，毫无优点可言。有时间听江湖术士作
经典作品的片段欣赏，不如直接阅读全文来得痛快，学得又多。现在豆瓣的套路也是够深的
。2017.3.17
35、写与不写，不该再是问题。喜欢作者洒脱坦诚的态度和想法。
36、很多观点不敢苟同，作者的审美也是一言难尽了
37、很浅，但都说得没错
38、众声喧哗的时代里，我却因思想和语汇的贫乏有笔难言。幸有本书似雾中灯塔指点迷津。原来，
好文笔是可以读出来的！嗯，即便天才如张爱玲者，笔下出神入化的修辞技巧也多源自她从小广泛涉
猎积累而成的文化底蕴。写不好，还是因为读得少啊！本书作者奉鲁沈张汪四人为现代汉语圭臬，认
为当代大陆小说家无足观，此说深得我心。
39、偶然买了这本书，发现真的不错啊，比较务实的写作指导书。尤其是其按照颜色、情欲、萌物等
类别组合剖析不同文笔的优劣，很有想法，看后感触挺多。
40、刚开始读，作者驾驭文字的水平可以拿A1的证。行文潇洒流畅，直戳痛痒，读来像看了美女、喝
了美酒、吃了红烧肉，怎一个痛快。
41、
作者是认知写作课的同学，之前一直知道舒明月是在行优秀的文学写作类作家，豆瓣专栏也火，原来
是一个毕业后忍受不住国企氛围，最终选择以写作为生，实在太不容易。本书基本是舒明月这些年来
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从中筛选和剖析出来的写作案例，不少我还特意摘抄成卡片。
42、嗯 精致的读书索引 信息量很大 可以拓展的地方还很多
43、很好，点一万个赞
44、佩服这种不仅写文好，还能分析好文章为什么好的作者，不管写不写文，对逻辑思维及鉴赏能力
都进行了锻炼，关键是作者还会推荐阅读，想看的美食书就是从推荐阅读里得知的！
45、其实从整个书的质量来说，观点松散，不成体系，不够深入，只值三星，但是本书胜在题材新颖
，确实有不少让人醍醐灌顶的新角度，所以多给一星。最妙的是，作者跟我的经历几乎一样，所以书
里最喜欢的一篇居然是后记，以此证实让读者产生情感共鸣的文章才是让人印象深刻的文章。
46、有些干货，好歹开了份书单给我。第一部分有些内容看起来挺不错的。后面夹带了太多私货，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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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
47、很惊艳作者能够将这么多大师的作品一点点抽离出来来分析，真的应该在大学或者高中阶段开设
这样一门写作课。作者说了那么多大师，自己真正读过的作品却很少，往后可找鲁迅、张爱玲、汪曾
祺、沈从文、阿城、张大春等的文章来读。
48、非学院派的分析，属于作家、写作者的眼光，很好！
49、不错，赏析文笔入门
50、蛮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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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犀读专栏是一期一期追下来的。其实不止那三十五篇文章，舒老师提到的大家推荐的名篇也都按
图索骥地去阅读和摘抄过。最大的感想就是相见恨晚吧。我觉得舒老师讲写作的一大好处就是带领读
者直接接触最真实的原材料，而之后让人生出“哇原来再高不可攀的佳作也是有迹可循“的感叹。这
和之前中学语文课本的思路就很不同。语文课上的分析总是要么拔高到抽象附会的中心主题，要么便
流于生硬套路的手法文技。可是舒老师的文字让人一打眼就能感觉到她的体会和解析都是很真的，很
动人的，是想法到了感悟有了而不得不发，而并非为赋新词强说愁。我觉得这是我心目中讲写作的最
高境界。
2、认识舒明月是在在行和她的豆瓣专栏犀读，一个容易让人产生联想的专栏名字。她不厌其烦的和
我谈了一个多小时，谈到我都觉得不好意思，她还是努力改变我对写作的认识，对写作技法的认识，
她打开了一扇门，让我看到无数可能性，从此走上一条正确的路。说回这本书，舒明月总是与时俱进
的，这本摆在大家面前的书是不同于她的在行咨询和豆瓣专栏的，这本书是一本集大成而有进步的书
，所以，看过电子书会发现这书里出现了很多不一样更深入的表述。从整体上看，这本书是一种尝试
，一种想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方法教会大家写作的尝试。这本书也是写作的技术流指导，如果写作是艺
术，那么舒明月就是教你用技术的方式去理解去创造艺术，可操作，可学习，可验证，可重复，我说
的是科学的特点，但是，舒明月就是有这种把艺术变为科学的能力。内容不会让你失望，所以，来吧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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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大师们的写作课：好文笔是读出来的》的笔记-第213页

        作者对艺术首要是模仿艺术没有表述明白，举阿迪奇埃反差鲜明的事例对该观点的支撑是薄弱的
，反而使论点的剑锋指向模仿艺术，使重心倾向于艺术模仿生活。对受过往文本的影响制约了自我意
愿的表达用了大量例证 ，有N反2正；对艺术模仿生活的方法论只言片语，从解决过往文本的重压问
题看，是不够的。读完后，陷入逻辑矛盾中。此技能篇是让我们先模仿艺术，再模仿生活吗？但例证
上讲的都是过往文本对自我意愿表达的影响，还模不模仿艺术呢？

2、《大师们的写作课：好文笔是读出来的》的笔记-第10页

        中国的文章家们运用色彩的主流还是轻灵派，讲求含蓄蕴藉，要清真本雅，这大概是与儒家的教
诲一脉相承，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凡事适度。色彩这章写得挺有感的，文字间饱和度高的色彩
，的确会让人赏心悦目。

3、《大师们的写作课：好文笔是读出来的》的笔记-第220页

        一个小说家的进步，意味着他持续地增强力量，扫除过往文本的阴影，扫除陈词滥调，不断地接
近生活。

4、《大师们的写作课：好文笔是读出来的》的笔记-第245页

        王尔德说：“我花了一上午的时间去掉一个逗号，到了下午的时候又把它放了回去。”

5、《大师们的写作课：好文笔是读出来的》的笔记-第81页

        顾城用了个很别致的比喻，“像剥开了一个珍美的小橘子似的”，令人叹赏，其他花瓣茎蕊的代
称看似落入了俗套，其实与整体氛围契合，与诗人好奇凝视而小心触碰的姿态契合，因此绝无油滑声
腔，也一点不显刺目。当代诗人与小说家果然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路子，真怨不得德国汉学家顾彬厚此
薄彼。

6、《大师们的写作课：好文笔是读出来的》的笔记-第26页

        写文最好，莫过于让读者身临其中，观其貌，听其音，闻其味，简直是一场文字盛宴。

7、《大师们的写作课：好文笔是读出来的》的笔记-第36页

        从《边城》全篇来说，黄狗的神态、少女的心思、船夫的盘算、茶峒的风俗⋯⋯统统真实无比，
但无一不真的细处聚合起来，却烘托出一个如梦似幻的纯美乌托邦。

8、《大师们的写作课：好文笔是读出来的》的笔记-第30页

        真心好书！本来并没有对舒明月抱太大期望，完全是冲着大师们来的。没想到书一打开就是惊喜
！
文学大家传世经典中的精彩段落读起来口齿留香，大师和大师之间的对比更是有种华山论剑的既视感
！难得的是作者高级的审美鉴赏能力让人服气。我们看到大师大作内心里十分欢喜，舒明月却在告诉
我们欢喜的更具体内容。那份难得的笔力，把人心里最深处最细微的感受都写得那么准确。我本以为
这种感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谁知道竟真有这样的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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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知道我本来是不吃鸭脖的，完全是看阿城吃蛇肉看馋了，“粉粉的冒着蒸汽”的蛇肉不敢吃，只能
用手撕鸭脖来代替了。
网络快餐文学盛行的现在，居然还有人把文学写的这么纯粹，难得。

9、《大师们的写作课：好文笔是读出来的》的笔记-第33页

        以前，从没注意到还有很多写美食的文章，读到《美食》一节，看到汪曾祺写美食的文章，忍不
住找来汪曾祺的文章来看，由此书而读汪曾祺的书。

10、《大师们的写作课：好文笔是读出来的》的笔记-第23页

        最后化解这场进食危机的竟然还是文学。尽管过去二十年在坎坷世间多靠文学救难，但我还是没
料想到它竟能如观音般现千手千面，说诸多法门。那个长夏的午后我去机关图书馆乱翻书，翻到从前
借阅过的一本汪曾祺的集子，因为无事可做，就专拣印象不大深的篇目来重读。

11、《大师们的写作课：好文笔是读出来的》的笔记-第203页

        阿城的动词是四两拨千斤式地令人赞叹、敬服；而严歌苓则是机灵俏皮，花招迭出，令人脸上不
禁浮出笑容的那种。

12、《大师们的写作课：好文笔是读出来的》的笔记-第6页

        任何现时的写作都与已有的文本存在着呼应，有意识的运用这种呼应，可以增加写作的魅力。

13、《大师们的写作课：好文笔是读出来的》的笔记-第59页

        两相对照，明显就感觉白先勇的眼睛贼得多，头头脚脚一应细节都看到，掩不住叹赏。小说里还
有一句，“他的马裤把两条修长的腿子绷得滚圆，夹在马肚子上，像一双钳子”，一句话把线条、质
感和力感都交代到了，写男色到这个份上，算得上极致了。

14、《大师们的写作课：好文笔是读出来的》的笔记-第35页

        由此引出一个作家们（包括编剧们）百试不爽的技巧：虚构作品中酌量添加萌物可大大增加阅读
趣味。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莫过于沈从文的《边城》了。那里面的汪星人有个朴实的名字——“狗”
。

15、《大师们的写作课：好文笔是读出来的》的笔记-第1页

        有人评论：这样的设色和构图，简直就是一幅标准的齐白石小品。我们再来看张爱玲笔下的色彩
是怎样的：那曹七巧且不坐下，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了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
，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香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张爱玲的笔下是一片彩绣辉煌，流光
溢彩，像撒了金粉一样，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福贵气象，赤金、银红和闪蓝——又是金，又是银，
又如宝石般闪耀，此等色泽，谁人不爱？《金锁记》里还有一句：撇旧的太阳弥漫在空气里像金的灰
尘，微微呛人的金灰，揉进眼睛里去，昏昏的⋯⋯你看，连灰尘都是金的，张小姐果然造境不遗余力
。

16、《大师们的写作课：好文笔是读出来的》的笔记-第1页

        当你想要表达一个美好的心情时，不应该是“好美啊！”“好棒啊！”“好开心啊！”这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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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应该如以上四步法，关注对象，斟酌语言，在意形式，追溯古典。且看汪曾祺写栀子花：栀子花
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
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这篇汪曾祺走的是奇路子，读完大家都失笑，但
大多数时候他都是走传统的路子，险，冒一次就够了，不要常走夜路。其实传统的写法就是，什么形
什么色，花几瓣叶几片，何时开何时放，面面俱到的交代罢，如果你的技巧还不够纯属，那就练习第
二步即可，不急着走第三步。再举汪曾祺的例子：芙蓉有一特别处，红白相间。初开白色，渐渐一边
变红，终止整个的花都是桃红的。花期长，掩映于手掌大的浓绿野丛中，欣然有生意。紫穗槐我认识
，枝叶近似槐树，抽条甚长，初夏开紫花，花似紫藤而颜色较紫藤深，花穗较小，瓣亦稍小。风摇紫
穗，姗姗可爱。

17、《大师们的写作课：好文笔是读出来的》的笔记-第1页

        鲁迅是个善于运用颜色的大家，他特别懂得在寒冽清冷的底子上涂绘鲜明的色彩。提醒一下，请
大家放下中学时候对鲁迅先生的“成见”。请看《野草》的片段：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
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磬口的蜡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蝴蝶确乎没有⋯⋯但我的眼前仿佛看
见冬花开在雪野中⋯⋯色彩之外，他并没有着笔于景物的“形”太多，不过是“单瓣”“磬口”几个
这样的词，而之所以能给人留下这样深刻的印象，设色之妙占据了七八成。他在这一段中使用的都是
高饱和度的色彩，雪的纯白晶莹与花的鲜艳夺目互相映衬，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

18、《大师们的写作课：好文笔是读出来的》的笔记-第138页

        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的感觉不敏锐，而是我们自小被一种粗糙的表达或者许多隐秘的教条束缚住，
哪怕纷繁的灵思飘落一地，也不懂挣开手脚去撷取一两片。
文字是一个人性格的缩影。如作者在书中反复提及赞赏的张爱玲，我同样也很喜欢她的文字，饱和度
甚高，特别冲击人眼球。但她的字里行间若有似无地带着悲凉冷意，如同她的身世经历，和她本人寡
高漠然的性子，总有种遗世独立的苍凉感。

19、《大师们的写作课：好文笔是读出来的》的笔记-第104页

        最近为采访一个95后的少女作家，我读了她的许多文章。这孩子初中时写的作品里就有很多令人
过目难忘的奇句了。其中一篇小说写小女孩翻到父亲记叙恋情的日记，她感慨道：那对不知来日方长
世界之大的恋人，他们从诗的深处，走向诗的更深处。

20、《大师们的写作课：好文笔是读出来的》的笔记-第11页

        中国的文章家们运用色彩的主流还是轻灵派，讲究含蓄蕴藉，要清真本雅，这大概是与儒家的教
诲一脉相承，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凡事有度。

21、《大师们的写作课：好文笔是读出来的》的笔记-第103页

        这与黑狗白狗句有一样的妙趣。按庸俗的文法，尘封的日记重见天光，读者一定以为他们要从诗
的深处走向眼前，走到近处，可作者偏偏让他们背道而行，进入诗的更深处。这一逆转，竟造就了无
限的圣洁静穆，意蕴绵绵。看到文学界有如此后起之秀，我真是老怀欣慰了。

22、《大师们的写作课：好文笔是读出来的》的笔记-第233页

        作者批判了社科人文背景的很多人写作上“逼格”高于一切而丢掉阅读量的通病：
如今的年轻人几乎都大量消费干货文章，但是好像很多人又并不将干货文章考虑在自己的写作范畴内
，尤其社科人文背景的，提起论文之外的写作，总觉得就是在散文、小说、诗歌这些体裁中表达对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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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天地人生的痛苦追问思索。一旦把视野放窄了，陷入老旧的专业圈子，“逼哥”似乎就变成了天大
的事，“哲学（道德）&gt;审美（文采）&gt;实用（干货）“的鄙视链决定一切。比如，考入中文系的
学生多半是爱好文采的，可是一旦中文系教育的毁灭程序启动，谁都无法逆转，越是有才华的学生，
越会被这条鄙视链下了降头，然后就连文采也唾弃了，遑论干货。何况还有”君子不器“这么久远的
倾向，干货文章妥妥地被钉在low格。
只可惜滚滚长江东逝水啊，“有用”文章的趋势和电商网购一样一样的。坚持不写这类文章，就好比
生产者坚持商品不在网络销售，有一种与整个世界为敌的中二喜感。有些人虽没有积极地声称不写，
但大脑里有潜藏的意识，泾渭分明。还有一种人，他文章的内核明明是实用型，却还要披一身皮，伪
装出“高格”。格是上去了，但什么下去了呢？阅读量。
......如今的写作都是互动式写作，必须与读者相关，对读者有用，这一点我十分认同。“文学沉思录
”就不是互动式写作，而是临水照花人的自恋式写作。在如今的年代，除非绝代风华的大美人，一般
人最好别用这种姿态，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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