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复旦大学

2021 年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学位授权点名称： 艺术

学位授权点代码： 1351

学位授予层次： 博士 □ 硕士 ☑

学位授予类型： 学术学位 □ 专业学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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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总体概况

复旦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点

（挂靠“戏剧”领域），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培养创意写作人

才的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点，目前下设“小说创作的叙事

研究与实践”和“散文与传记创作研究与实践”两个方向。

本学位点现有专职导师 7 人、兼职导师 5 人。当代著

名作家王安忆作为学科带头人；由学者型作家、批评家王

宏图担任学位点负责人，还有严锋、梁永安、张岩冰、张

怡微、陶磊等具有丰富经验的专职导师参与一线教学和作

品指导，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师资团队。此外，我们同时为

每位学员配备一位校内导师和一位来自上海市作家协会、

具有文学创作和编辑经验的校外导师，共同参与学生毕业

作品的开题、指导和答辩等培养环节，形成了有效联动的

“双导师制”。

本学位点与上海市作家协会联合成立“复旦大学-上海

作家协会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软

硬件条件兼备的实习基地，以此推进和规范专业实践活动。

每年暑假我们都会安排学生到作协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实习，

为将来从事各类文化工作积累经验。

培养方面，我们与上海市作家协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

系，邀请知名作家、编辑和学者共同参与，通过“开题-预

答辩-外审-正式答辩”等环节严把质量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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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改进措施

本学位点自成立以来，在国内外影响不断扩大，报录

比逐年提升，推免人数超过 40%，招生结构不断优化，生源

质量获得显著提升。成立十年来，我们为中国当代文学界

输送了大量人才。王侃瑜、余静如、黄厚斌（笔名黄守昙）、

胡卉等已成为 90 后代表作家，斩获了包括彗星科幻国际短

篇竞赛优胜奖、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锺山之星文学奖、

香港青年文学奖、台湾林语堂文学奖、澳门文学奖等等诸

多荣誉。

在教学手段上，本学位点采用“坐下来”“走出去”

“请进来”的多样方式，有针对性地提高学生的思想能力、

审美品格、文化意识、创作水准。“坐下来”是系统学习中

外文学的经验和创新理念，在当代文化的大视野中反思文

学创作的价值与方法；“走出去”是通过对当代生活和历史

遗迹的实地观察，有针对性地体验民族文化的特性与变动，

为创意写作打开新的观察点；“请进来”是设立“讲座作家”

岗位，邀请国内外著名作家来校授课。

本学位点要求毕业作品以小说或散文形式为主，选题

应在第四学期前通过创作主题报告，经导师和本专业其他

专家审核，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毕业成果的实际工作

时间应不少于 1 年。我们与上海市作家协会建立了长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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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关系，邀请知名作家、编辑和学者共同参与，通过“开

题-预答辩-外审-正式答辩”等环节严把质量关。特别是在

毕业作品的外审环节，我们引入了“双盲”评审制度，用

最公正、最严格的规范检验作品质量，迄今为止优良率超

过 90%，抽检均无异议。

我们还为每一届学生出版了一本作品集，陈思和、王

安忆教授任主编。一方面是学生们两年学习生活的忠实纪

录和成果展示；另一方面可以作为资料档案，忠实地记录

教学过程中的成败得失。

本学位点将在今后的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进一步深入贯

彻以上措施。

三、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举措

本学位点始终注重理想信念、科学道德和伦理规范教

育。在“艺术原理”“艺术创作方法研究”等课程中，我们

都设置了专门的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养成正确的艺术道德

和伦理观念：建立艺术创作的道德伦理体系，并非是要束

缚创作者的手脚，而是艺术创作必须简历在社会公德的基

础之上，逐步寻求社会各界普遍接受的艺术创作道德伦理

准则。只有这样，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才避免对他人构成

冒犯，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保证自己的创作自由。

在校党委、校团委的引领下，在新的形势、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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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本学位点积极响应上级组织号召，充分发挥榜样引领

作用：（1）做好本专业支部建设工作，严格考察党员发展；

（2）打造“学习-实践”两手抓支部，传递思想花火；（3）

发扬专业特长，争创文艺先锋；（4）党团建设一体，做好

思想引领。

培养方面，我们紧紧围绕“创作写作是一门艺术”的

核心理念，在丰富的人文史、艺术史的背景中展开教学，

防止过度的概念化、抽象化。在当代多元文化的格局中，

“创意写作”专业的课程充分注意引进国际同类课程的优

秀教材，扩大学生的国际化写作能力。同时，也充分重视

创意写作与本土文化资源的深厚联系，设计了“社会调研

与田野采风”环节，使学生对本土的生活、变迁有直接的

感受。

师资方面，本学位点积极响应学校号召，深入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和教育部的部署要求，一以贯之加强师

德师风建设，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师德养成，打造新时

代高素质教师队伍，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和可靠质量保障。我们坚持把师德师风

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推动师德建设常态化

长效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