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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提倡模仿写作！
　　从模式到模仿。
从模仿到把握。
从把握到得心应手。
从得心应手到自由创造！
　　在大学教写作课二十多年，我们发现天才自然少，人才不易得。
学才很多，可两极分化厉害：要么特别喜欢写作，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要么恨不得避写作于千里之
外，上写作课最好不要写文章。
　　这后一类的芸芸众生，在大学或出了大学，还是不能不写作。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作为一个社会入，只要你生活、你工作、你存在，你就不能不写作，跑也
跑不掉的，这叫做在写难逮！
只看你写什么，如何写，又写得怎么样而已。
　　害怕写作的说法有很多：比如我是学理工的，不学文科；我从小就请枪手帮忙，自己写不来；没
有碰到好老师，坯子给弄坏了；那些写作教材尽是纸上谈兵，道理讲得多，笔头还是不灵。
等等。
　　这后一种说法不能忽视。
新时期以来，我们用过不少写作教科书，但老师和学生都满意的，几乎就少有。
这些教材最大的一个通病，就是理论太多，且越来越高深，纷纷纭纭，最后不知所云。
需知写作的关键就是写，是运作语言的实践，是一种需要体力支撑的精神劳动。
　　写作是各民族文化创建、承传、交流并最终实现人类文化生命理想的必由之路，没有写作，人类
社会必定还停留在低级发展阶段。
写作是必须的，写作是骄傲的，写作甚至还是伟大的！
如果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教材让学生害怕甚至厌恶写作，那不是罪过么？
　　基于此，我们近些年尝试对写作教学进行改革。
改革的核心是：提倡模仿写作！
无论什么学科、什么专业、什么水平的学生，让他们对照、模仿各种类型的好文章，见贤思齐，拿起
笔来就能写！
循序渐进，满眼风光，如行山阴道上。
　　于是，我们联合一些志同道合、又长期担任写作课程的高等院校老师，共同编写了这部《模式写
作》。
　　本书所谓模式，至少可以分解出三个层次的含义：　　一是指心理模式。
类似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所说的图式或格局（Schema）。
由于古今中外大量好文章的熏陶，写作者或鉴赏者在自我心理上内存着一种理想文章的式样，尽管是
抽象的、模糊的，甚至是不能最终触到或实现的，但这个图式有写作哲学价值，牵引着一代又一代写
作人创作理想的文本。
　　二是指类型模式。
不是心理的，而是文本的，是写作人发表或出版后，供人阅读、批评或使用的。
人们将古来文章，按一定的标准划分成相近或相异的类型，同一类型的文章，会自觉或不自觉遵循一
定的写作法则。
“方以类聚”《周易·系辞上》，这在写作上也是说得通的。
比如最广义的文章下面，可分为文学文章和非文学文章两大类。
文学里面，又可分为叙事类、抒情类、戏剧类（不同标准可分成诗歌、散文、小说、剧本）等。
非文学文章，按不同标准，可有新闻文体、应用文体、理论文体等类型。
这说明，文章类型模式又是可以分出不少层级的。
我们经常说文学语体、新闻语体、公文语体等，那是从语言角度看文章类型的言说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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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指篇章模式。
仍然是文本的，但是具体的文本，是某一篇消息，某一篇散文、诗歌或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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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针对以往写作教材理论太多，效果却差的弊端，提倡模式写作，让学习者对照各种类型的好
文章，通过模仿达到举笔能写的程度。
该教材从讲解文章的结构入手，在各种文体中，尽量简化理论表述，论列了相近的最基本最常见的模
式，把大量篇幅留给精心选取的范文，以段落演进为分析着重点，好让学生看清楚范文的结构，从而
掌握并应用各种文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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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喻大翔，笔名荒野，湖北黄陂人，文学博士。
现为同济大学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中文系教授委员会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
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理事；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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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学》等海内外报刊发表诗歌二百余首，散文一百余篇，学术论文近一百篇。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香港新亚洲出版社等出版诗歌、散文、学术著作等十二部。
　　黄昌勇，河南省潢川人，教授、文学博士。
现任同济大学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主任、中国文学中心常务副主任。
已出版个人专著《左联五烈士评传》（合著，重庆出版社，1995年11月）、《王实味传》（河南人民
出版社，2000年5月）、《砖瓦的碎影——中国现代文学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等，另
有各类编著十余种。
已在《文学评论》、《新文学史料》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近五十篇。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以及文化理论与文化产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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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消息的含义与特征　　消息是对最新发生的有新闻价值的事实的简短报道。
　　消息的特征第一是真实，事实本来怎样在文本中就怎样，纯客观的，不能有任何虚构、推测或改
动。
因为新闻价值是新闻事实的价值，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持事实的真实。
第二是及时，指文本对事实和文本对受众两个过程的传播时间越短越好，最好是“今天”。
第三是典型，对国家、社区或特定受众而言，有一定代表性。
第四是简短，对传播过程中的传媒方和接受方有诸多好处。
　　二、消息的类型　　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类：从写作手法和特点的角度分，有简明消息、综
合消息、特写式消息、述评式消息、问答式消息等；从题材或特定对象的角度分，有政治消息、军事
消息、体育消息、经济消息、农村消息、娱乐消息、国际消息等。
　　三、消息的一般结构要素　　（一）标题　　置于一篇消息的最前面，根据内容及传播需要，可
制成单行标题，即正题。
双行标题：一是引题（眉题、肩题）加正题；二是正题加副题（辅题、子题）。
三行标题：一是引题、正题、副题三项齐备；二是两道引题加正题或是正题加两道副题等变式。
乃至四行标题：常见者为引题、正题加两道副题。
还有其他变式等。
报纸为了容纳更多信息，有时将几个正题集纳起来发表，称为标题新闻。
　　对突发性新闻事实，消息标题一般要将最重要的事实直接摆出来，如果正题不够用，就动用副题
或其他。
对非突发性新闻事实，标题可以写事实，也可用设问、比喻、展望等句子风格呈现出来，甚至直接把
主题告诉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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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模式到模仿——从模仿到把握——从把握到得心应手——从得心应手到自由创造　　新闻文体
、应用文体、理论文体　　文学文体、网络文体　　我们提倡模式写作!　　无论什么学科、什么专业
、什么水平的学生，　　让他们对照、模仿各种类型的好文章，见贤思齐，拿起笔来就能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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