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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7_A6_E9_A6_96_E8_c73_646301.htm 听说过MBA、EMBA

，是否听说过MFA？其实，这是“艺术型硕士”

（MasterofFineArts）的缩写。记者昨天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

悉，该系今年设立了全国首个“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学位点”

，简称MFA，着重培养学生的文学创作能力，最终的学位考

评也将以发表小说、散文的数量和质量作为评判依据。 一个

字母引出的硕士学位 中文系的写作课该怎么上？复旦大学中

文系边探索边“取经”。去年，系里请来两位芝加哥哥伦比

亚艺术学院的教授，70多岁高龄，专程来教“写作”。他们

上课不拘一格，走上讲台就在黑板上写下大大的字母，让同

学发散思维，产生联想，逐渐进入对于具体细节的描绘⋯⋯

，一节课下来，一个故事就成型了。 一个学期下来，美国教

授带来的不仅是完整的教学体系，也让复旦中文系萌生了设

立专攻写作能力的硕士班的念头。原来，在美国，MFA文学

写作专业已有成熟的教学模式，作为文学写作的最高学位，

作家白先勇、严歌苓、哈金都受此培训，获得MFA学位。 去

年，复旦中文系开始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MFA硕士学位，经

过一年多的申报，今年上半年获得教育部正式批准，建立全

国首个MFA创意写作硕士班。 说到“首个”，不能不提2006

年复旦中文系创办的全国首个“文学写作硕士班”，一前一

后到底有何区别？对此，复旦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陈思和解释

，硕士学位分两类，一类以学科为基础，研究成果以论文为

主，属于“科学硕士学位”，2006年的硕士班就是这类，主



要研究写作学理论等；今年设立的MFA是针对实践性的学科

培养，属于“专业硕士学位”，重在培养作家。 此次MFA的

设立，被有关专家誉为“文学向艺术的回归”，而这也将改

变学位考评要素。“一些专业因其自身特点必将侧重实践，

文学创作也是如此。”据悉，复旦中文系对硕士学位的考评

将以“文学创作”为主，主要为发表的散文或小说，适当辅

以理论性的总结。 拾起培养作家的责任 说起设立初衷，系主

任陈思和教授表示，这是对“文学创作能力培养”的尝试，

也是对“由高校承担起作家培养责任”这一理念的尝试。 中

国作家培养模式经历了上世纪50年代以作家协会为核心，

到90年代起以媒体与商业机构“联合商业利益运作”培养新

人，如今，高校是否能承担起培养的责任？质疑声不可避免

。不少中文系毕业生至今还记得院系领导关于“我们不培养

作家”的声明。 不过，在陈思和教授看来，写作水平是完全

可以通过培养而提高的。“MFA并不培养文学天才，因为天

才毕竟是少数，但MFA至少可以发现天才，并通过系统的写

作训练，释放学生的写作潜能。” 据介绍，MFA将引进国外

成熟的课程项目，由作家、中文系教授王安忆领衔授课，强

调“文学创作的自身规律”，希望以此提升青年作家队伍的

写作水平。“要保持长久的文学繁荣，保证一代、一批作家

的出现，而不是昙花一现，就需要通过系统教育给予作家底

蕴和底气。”这正是陈思和教授与王安忆、严歌苓等多位作

家交流后达成的共识。至于高校究竟能培养出怎样的作家，

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