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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写作是人的一种精神文化创造活动。
尽管写作历史源远流长，写作现象丰富多彩，但其中无不显示着“作为内在的同一和普遍性而转化为
存在”的人的写作意识。
它是所有写作活动的“支柱和内在灵魂”。
只有认识和把握了写作意识，我们才能从根本上和整体上认识和把握写作活动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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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人与人之间的心理活动千差万别，但其生理基础却具有普遍性。
感觉既然是以生理作用为基础的简单心理活动，这就决定了它与人的其他的纯心理活动具有一个很大
的区别，那就是感觉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普遍性的，或者说是彼此相同的。
不同的人看同一个月亮，其具体的心理感悟是因人而异的，但就眼睛所见月亮之形状、色彩，却又是
彼此相同的。
正是感觉所具有的这种看似简单的性质，使它具有了沟通写作者与阅读者心灵的桥梁作用。
写作者独具魅力的主观认识，往往借助于具有较大普遍性的感觉经验的引导，最终为阅读者所接受。
    其次，感觉作为联系主观与客观的桥梁，并不是一种单向度的、被动的反映，即不是外界作用于感
觉器官的客观信息都会被大脑“一视同仁”地予以接受。
大脑具有对各种感官接触到的外在信息进行选择的功能，并且还能根据心理需要而对感觉经验进行强
化处理。
    大脑对感觉的这种调控功能一般有消极的和积极的两种方式。
所谓消极的调控方式即心理学上所说的感觉适应现象。
人的各种感官对外在刺激进行反映的敏锐程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当某种刺激持续时间甚久时，反映的敏锐程度即行降低，以至必须要提高刺激强度，才能重新产生感
觉经验。
所谓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者，正是这种现象。
反之，长时间的缺乏某种刺激，感官反映的敏锐程度即行提高，这时只要出现微弱的刺激，即可产生
强烈的感觉经验。
以上所说的因刺激过久而使感觉迟钝，以及因刺激缺乏而使感觉敏锐的现象，都称为感觉适应。
它是大脑为保持身心平衡而具有的自然调节功能的体现。
在现实生活中，感觉适应现象的自然存在可谓利弊兼有。
为了更好地发挥感觉适应的有利的一面，抑制其不利的一面，需要主体采取积极的调控手段，那就是
运用意识对感觉器官的制约作用，根据主体的心理需要而有意识地造成某种感觉适应现象，以便更充
分地获取主体所需要的感觉经验。
    主体对感觉所具有的这种积极调控作用对写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写作不是一种被动的消极反映，而是一种积极的主体创造。
主体一方面需要在与外界的广泛接触中为写作积累丰富的感觉经验，另一方面也可以根据主体的特定
需要而有意识地去获取某种特定的感觉经验，并在这种感觉经验的获取过程中感受到一种自我实现的
精神愉悦。
    2．知觉的心理特征对写作的意义    首先，知觉作为一种纯心理性现象的突出特征就在于它是客观世
界的主观映象。
这表现在知觉所具有的整体性、理解性和选择性等功能上。
    知觉是对多种感觉的统合，因此它不再像感觉那样只是对事物或现象的个别属性的反映，而是客观
事物的整体在人脑的反映。
知觉的整体性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经过大脑的统合，可以把分散的各具特征的感觉经验作为一个统
一的整体来知觉；二是指大脑对于知觉过的对象，以后只要对象的个别属性发生作用时，也能自动产
生完整的映象。
心理学上把这种心理现象称为完形趋向。
知觉之所以会具有这种整体性功能，根本原因在于知觉所具有的理解性功能。
理解是知觉的前提，而理解的基础则是主体已有的经验和知识。
所有的知觉都是在已有经验知识基础上达到理解之后的产物。
主体只有凭借已有知识理解了分散的、各具特征的感觉经验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整
体来知觉；同样，主体只有凭借以往经验而意识到当下对事物某种个别属性的感觉所具有的表征意义
时，才能重新唤起对某一对象的整体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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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知觉的理解性也就意味着知觉的差异性。
由于主体知识经验的不同，知觉就会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除了表现在知觉水平的高低不同之外，还表现在主体可以采取不同的角度观察对象，从而产
生不同的知觉经验。
这就是知觉的选择性功能。
确定选择性基点的主体因素可以是多样的，例如主体的世界观、兴趣、生活条件、教育程度等等。
对于一棵古松，画家的兴趣在于它的青苍的姿态，诗人的兴趣在于“抚孤松而盘桓”，而樵者的兴趣
则往往在于它能照明或作燃料之用。
    毫无疑问，在上述知觉的整体性、理解性和选择性三重功能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知觉的理解性功
能，对写作而言，强调知觉的理解性的根本意义就在于重视写作主体理解的先结构作用。
当写作主体自觉意识到自己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建构对提高写作质量所具有的根本性作用，并有意识地
丰富自己的经验知识，调整自己的素质能力结构时，这将不仅对提高写作质量，而且对形成写作者的
个性风格都具有积极意义。
    其次，知觉作为一种纯心理性现象，就意味着它不像直接依赖感觉器官生理作用的感觉那样具有较
大的普遍性，而是具有较大的个性差异。
或者说，知觉不具有绝对性，只具有相对性。
    这是因为，知觉从本质上来说是对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把握，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最复杂
和最隐蔽的。
主体观察的角度不同，进行理解的先结构不同，都会对知觉经验发生影响作用。
可以说，知觉经验虽是以生理为基础的感觉作为依据，但所得到的知觉经验的内容，却完全是心理作
用的结果。
心理学教科书中觉见的用来说明知觉中对象与背景关系相对性的两可图形，就生动地说明了知觉经验
的产生是建立在对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主观认识与把握基础之上的。
    知觉的相对性特征所显示的主体具有在事物之间建立联系的自主性质，是主体进行精神创造的一种
重要的心理基础。
这对写作者而言更是如此。
例如文学创作要求作者不受具体对象的束缚，而能在丰富的知觉映象之间自由取舍，重新建立联系，
创造新的整体形象。
中国古典诗词写作中常见的意象组合或者意象叠加方式，可以看作是这种形象创造的典型代表。
通常所说的小说中典型人物的创造，也可以从对知觉映象自由取舍、重新组合中找到心理依据。
    这种在知觉映象之间建立联系，自由组合的心理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想象
。
它不仅对文学创作具有某种决定性意义，而且对包括科学在内的所有写作活动都具有重要意义。
正如雨果在《莎士比亚的天才》中所说的那样：“莎士比亚的剧作首先是一种想象，然而那正是我们
已经指出的，并且为思想家所共知的一种真实，想象就是深度。
没有一种心理机能比想象更能自我深化，更能深入对象，它是伟大的潜水者。
科学到了最后阶段，就遇上了想象。
在圆锥曲线中，在对数中，在概率计算中，在微积分计算中，在声波的计算中，在运用于几何学的代
数中，想象都是计算的系数，于是，数学也成了诗。
对于思想呆板的科学家，我是不大相信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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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写作不仅是人的一种精神文化创造活动，还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写作活动和写作形式，在当今这个时
代尤为重要。
这本《大学写作概论》主要介绍了写作的理论知识和写作的具体方法，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
进，适用于大学教学活动。
如果您想提高写作水平，就千万不要错过这本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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