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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础写作》共七章。
第一章导论是对人类写作活动的一种整体认识和把握，目的在于为以下具体展开的，以写作的几个主
要环节为线索而进行的写作教学和训练，确立基本指导思想。
学习写作，先要有一个&ldquo;从具体到抽象&rdquo;的过程，即要从人们写作活动的具体过程中概括
出它们相通共有的基本因素，以及它们所普遍遵循的基本规律，这样才能使我们对写作活动的一般构
成及其内在逻辑关系有清晰的认识和把握。
这便是本书第二章至第五章讨论&ldquo;言之有物&rdquo;、&ldquo;言之有序&rdquo;和&ldquo;言之有
文&rdquo;的意义所在。
但是，任何写作成果都是以特定文体的形态存在的，因此，&ldquo;言之有物&rdquo;、&ldquo;言之有
序&rdquo;、&ldquo;言之有文&rdquo;必须是在适应特定文体写作要求时才会有意义，所以，学习写作
还需要&ldquo;从具体到抽象&rdquo;之后再上升到&ldquo;从抽象到具体&rdquo;，这就是本书最后两章
讨论&ldquo;言之有体&rdquo;问题的意义所在。
在&ldquo;言之有体&rdquo;部分，我们在论述了&ldquo;言之有体&rdquo;对写作活动的统摄和整合作用
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了写作中的三种基本文体类型，这又为我们今后进行&ldquo;实用写作&rdquo;
、&ldquo;论文写作&rdquo;、&ldquo;文学写作&rdquo;等课程的学习奠定了理论基础。
由此可见，作为一本基础写作教材，本书既是自成一体、逻辑严密的，又是能与其他写作课程紧密衔
接，具有开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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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学研究中，已出版个人专著《后创作论》和《心灵之约&mdash;&mdash;中国传统诗学的文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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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报刊发表文艺学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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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第一节　写作本质一、写作的一般属性二、写作的特殊属性第二节　写作规律一、写作
化生律二、写作整合律三、写作通变律第二章　言之有物&mdash;&mdash;材料和思想第一节　文本的
材料一、材料的含义与作用二、材料的分析与综合三、材料的选择及要求第二节　文本的思想一、思
想的含义与作用二、形成文本思想的方法三、思想的提炼及要求第三章 言之有序&mdash;&mdash;结构
第一节 结构的含义及原则一、结构的含义二、结构的原则三、结构的艺术手法第二节 结构安排的主
要环节一、层次与段落二、过渡与照应三、开头与结尾第四章 言之有文（上）&mdash;&mdash;语言第
一节 思维与语言一、思维与语言的一般特征二、思维与语言的一般关系三、实现思维与语言自我调控
的基本原则第二节 书面语言表达的基本特征一、准确二、畅达三、简洁第三节 书面语言表达的文采
之美一、声韵美与辞藻美二、感性美与理性美三、朴素美与华丽美第五章 言之有文（下
）&mdash;&mdash;表达方式和表现技法第一节 写作的表达方式一、叙述二、描写三、说明四、议论五
、抒情第二节 写作的表现技法一、叙述技法二、描写技法三、说明技法四、议论技法五、抒情技法第
六章 言之有体（上）&mdash;&mdash;文体第一节 文体意识与写作一、文体概念二、文体意识三、文
体意识与写作第二节 文本构成要素中的文体差异一、言之有物中的文体差异二、言之有序中的文体差
异三、言之有文中的文体差异第三节 文体分类一、文体分类应当具有统一的科学依据二、文体分类的
科学依据应当是人的意识功能三、意识功能的三种基本方式与文体的三大类别第七章 言之有体（下
）&mdash;&mdash;三种基本文体类型第一节 实用（认知）性文体一、实用（认知）性文体的基本特征
二、几种实用（认知）性文体简介第二节 析理性文体一、析理性文体的基本特征二、几种析理性文体
简介第三节 审美性文体一、审美性文体的基本特征二、几种审美性文体简介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础写作>>

章节摘录

　  第一节  写作本质　  认识写作本质的目的在于懂得写作是什么。
　  任何事物都具有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性质，因此，对事物本质的完整、科学的认识既不能脱离对
事物一般属性的认识，也不能缺乏对事物特殊属性的把握，而应当将两者统一起来。
对写作本质的认识当然也不例外。
　  一、写作的一般属性　  不论在什么意义上使用&ldquo;主体&rdquo;这个概念，总是与人所拥有
的&ldquo;思维着的精神&rdquo;，与人的&ldquo;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rdquo;这个本质联系在
一起的。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主体性是人的一切创造活动--无论是物质文化的，还是精神文化的--所普遍具有
的一般属性，当然也是写作的一般属性。
具体来说，写作活动的主体性特征表现在主体精神活动的个体性、实践性和创造性三个方面。
　  （一）写作的个体性特征　  写作是一种具有个体性特征的主体精神活动。
任何一种写作活动，包括&ldquo;集体写作&rdquo;，不仅其行为执行者只能是具体的个人，而且其思
维承担者也只能是执行者自己。
对写作的这种个体性特征所具有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　  1．写作是写作主体的
个性心灵对写作客体的一种对象性限定　  写作客体是指相对于写作主体的客观事物，包括自然客体
、社会客体和精神客体--纳入写作主体思维和表达的对象范畴的那些人类精神文化现象。
写作客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客观事物，而是写作主体的对象物，与写作主体处于一种互为对象性存在
的关系之中，并因此而被打上了写作主体的鲜明烙印。
这是因为，写作活动的个体性质决定了与写作主体构成对象性关系的写作客体，只能是经过写作主体
个性心灵选择的产物，因此它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自在之物，而是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主体所指向的
为我之物。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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