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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ldquo;国家实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经考试合格
的，发给相应的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
&rdquo;&ldquo;公民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或者自学，其学业水平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位标准，可以向学位
授予单位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
&rdquo;　　由于高等、中专教育自学考试制度非常便利于在职和非在职人士通过自学提高自身科学文
化素质、考取国家学历文凭，因此受到社会各界、港澳人士、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的热烈欢迎。
广东省自1984年下半年开考自学考试以来，已有170多万人报名参加自学考试。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进一步倡导自学、鼓励自学、帮助自学
、推动自学，使我省的自学考试事业&ldquo;更上一层楼&rdquo;，我们组织了各学科的专家、教授编
写了具有广东特色又便于考生自学的自学考试教材和辅导书，以便考生更好地系统掌握学科知识，理
论联系实际，提高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早日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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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广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写作基础与应用》是不错的写作指导教材，要你更加全面
了解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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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创造性　  写作是由认识到反映的过程，也是一个由领悟到激发的过程。
外界的客观事物进入作者的感官，经过作者的思考，然后形成作者的思想感情，再用一定的形式表现
出来成为文章。
这是一个转化的过程。
郑板桥曾经谈过他作画转换的体会。
他说：&ldquo;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
胸中勃勃，遂有画意。
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
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
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
独画云乎哉？
&rdquo;郑板桥清楚地讲明了艺术创作的共性。
写作也是如此，而且比绘画的转化更为困难。
原因在于绘画重在描摹，客观事物还有形象、色彩等形式供参考，而写作是要用语言文字这种符号把
客观事物表现出来，这就要求作者既要有对客观事物的观察与认识，也要有对客观事物的理解与把握
；还要有对语言文字的掌握与运用的能力。
所以，写作实际上是两重转换。
　  写作既然是两重转换，就已经包含了创造在内。
创造需要别出心裁，自树一帜。
同一样事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写作方式，有不同的写作内容，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解决问题的
方式方法。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说得好：&ldquo;第一个把女孩子比作鲜花的是天才，第二个这样比的是庸才，第三
个再这样比就是蠢材了。
&rdquo;创造从哪儿来，是从个人的知识储备和认识理解能力来。
储备雄厚，想象力丰富，语言功夫扎实，写作就会得心应手，文思泉涌，否则就会文意粘滞，词不达
意。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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