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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编写者用新的文体写作理论系统地阐述了文学写作的本质特征、文学写作者的主体智能结构和文
化素养；从每一文体最小结构单位的提炼开始，推导出该文体的基本写作方法、写作技巧、写作规律
。
内容即涉及诗歌、散文、散文诗、微型小说、戏剧小品、科普小品、儿童文学、传记文学、文艺评论
等传统文体，也包括网络文学等信息时代产生的新兴文体。
在编写思路上，力求通过具体作品的分析来归纳某一文体的写作规律，从而使《文学写作教程》既有
较强的理论性，又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审美可读性。
《文学写作教程》拟与相关的文学写作网站相配合，以贯穿&ldquo;研究性学习&rdquo;的教学理念，
培养学生独立自主、亲身实践的学习意识和学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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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立体化与新概念——《文学写作教程》的课程理论与方法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文学写作的含义与特征
一、文学与文学写作二、审美功能与感性特征三、审美主体与情感特征四、语言媒介与间接特征第二
节 文学写作的发展与现状一、从单纯、简约到复杂、精美二、专业化队伍与“生力军”、“后备军三
、教学的独立与教师的形象第三节 文学写作的分类与功能一、古代的“二分”与“三分二、近代的“
四分法三、审美基础上的“认知”与“教化第四节 文学写作的方法和要求一、典型化的具象概括二、
意象化的情感表达三、超常化的语言组合四、积累文学意象与文学体验五、提高形象思维能力与语言
能力第五节 案例分析与研究性学习一、“文学写作绪论”研究课题二、“文学写作绪论”阅读链接三
、“文学写作绪论”案例分析四、“文学写作绪论”练习自测第二章 文学写作的基本条件第一节 文
学写作者的智能结构一、写作者的智商二、写作者的气质三、写作者的性格四、写作者的兴趣五、写
作者的思维六、写作者的激情第二节 文学写作者的必备能力一、敏锐的体察能力二、生动的想像能力
三、高超的阅读记忆能力四、丰富的经验积累能力五、熟稔的技巧运用能力六、精细的模仿创造能力
第三节 文学写作者的文化素养一、知识修养二、文化修养三、政治修养四、人格修养五、审美修养第
四节 案例分析与研究性学习一、文学写作相关能力训练二、“文学写作的基本条件”研究课题三、“
文学写作的基本条件”阅读链接四、“文学写作的基本条件”案例分析五、“文学写作的基本条件”
练习自测第三章 文学写作的过程第一节 文学写作的心理行为一、艺术感觉和生命体验二、艺术发现
和审美想像三、情感把握与价值判断第二节 文学写作的基本过程一、原象的感觉、发现与摄取二、把
原象转换为意象三、把意象转化为物象第三节 案例分析与研究性学习一、文学写作相关能力训练二、
“文学写作过程”案例分析三、“文学写作过程”研究课题四、“文学写作过程”阅读链接五、“文
学写作过程”练习自测第四章 文学文本的审美要求第一节 文学文本的情感要求⋯⋯第五章 诗歌写作
第六章 小说写作第七章 散文写作第八章 杂文写作第九章 科普小品写作第十章 儿童文学写作第十一章 
传记文学写作第十二章 报告文学写作第十三章 戏剧文学写作第十四章 文学评论写作第十五章 网络文
学写作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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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在人类“艺术地掌握世界”的漫长发展过程中，人们在不断地完善、丰富自己的物质生活和
精神生活，并创造出了各种传递生活信息、表达思想情感的文化符号和审美符号。
这些最初比较简陋、粗糙的文化符号和审美符号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渐抽象、演变为一种纯
粹的审美文本。
人类从动植物的写意图形中衍变出了线条和图案，进而产生人类的绘画、雕刻；从人体动作神态中演
化出了造型和节奏，于是原始的舞蹈出现了；从人类发音器官和发音器材的音调、音质中提炼出了音
响和韵律，由此最早的音乐开始形成；从写意、表形的图形中逐步抽象出了语言文字，当人们的思想
情感通过这些语言文字刻在甲骨、石壁上就有了最早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写作行为。
最初的文学写作的手段和形式是相当简陋和单一的。
随着人类的生产实践和人类智慧的发展，人们把刻在甲骨、石壁上的文字符号转刻在竹简上。
竹简文字使人类较早的文学、历史、哲学及军事著作得以保存和流传。
造纸术和纸帛发明后，人们将竹简文字转写到纸帛上，由于纸帛的自由与简便，人们的文学写作的内
容和形式发生转型就有了基本的物质前提。
诗歌从先秦时代的4言，到汉魏时代的5言，后来再发展为7言、宋词和元曲的长短句。
小说从简朴的神话记载到魏晋的“志怪志人”，再到明清话本和长篇小说⋯⋯文学写作的艺术形式逐
渐精致与丰富。
最初的文学写作的对象和内容比较表层和单纯。
从人的形象在文学写作中的位置迁移来说，中国的文学写作对象最初是“神”或“半神半人”，魏晋
唐宋以后转型为达官贵人，然后再扩延到平民百姓；西方的文学写作对象在中世纪大都是一些类型化
人物，到19世纪中现实主义文学成熟以后，人物描写从个性的表层转向人物的心理深层和潜意识深层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描写开始转变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对立、异化描写。
一部文学写作史展示着人类精神的成长和艺术形式的演变。
从文学语言的转型变革来说，五四以前，中国的文学基本上是以古代汉语作媒介；五四以后兴起的白
话文革命和新文学运动，开创了中国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写作，文学媒介的变化使整个20世纪的
中国文学从内容到形式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变。
到了今天在高新技术，特别是在网络环境支持下的当代文学写作，文学写作从内容到形式再次发生历
史性的变革。
可以说，这种文学写作，是真正意义上的用现代人的语言表达现代观念、现代情感、现代思维和现代
人的生存状态的精神方式。
这一历史进程证明，人类的文学写作形式和手段，有一个从简单的抒情文学到复杂的叙事文学，从简
陋的文学手段到复杂、丰富的文学技巧的演变过程，文学写作的表现对象——人物形象有一个从粗糙
到精美的过程，它相当典型地显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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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学写作教程》是新形态大学写作课程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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