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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写作学门道》在丰富的写作实践的基础上，将实践写作过程中得到的启示和探索到的心得，提
到理论高度加以探索和研究，阐述特点，从中寻找写作技巧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并紧密联系实战，尤
其是奥运会刘翔退赛的典型个案，深入浅出，雅俗共赏。
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个人专著，下篇为一些资深的写作专家分别以不同门类阐述写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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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士雄，1950年生于上海。
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
曾在《支部生活》从事新闻工作。
1984年调入光明日报社。
任光明日报社金三角企业家俱乐部秘书长。
策划大型活动，引起广泛关注。
1996年任轻工部《玩具世界》杂志主编。
1998年7月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科委颁发的报刊杂志总编辑上岗证书。
中国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北京经济管理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上海商学院经济与新闻传播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先后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几十家报刊上发表过数百篇文章。
著有儿童读物《四驱车大全》、理财图书《暴利在新股》等书。
具有丰富的写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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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联合推荐前言上篇　现代写作新元素与新技巧王一、标题美化的标新立异1.巧用&ldquo;俗
语&rdquo;&mdash;&mdash;一目了然2.巧用&ldquo;比喻&rdquo;&mdash;&mdash;譬喻妙然3.巧用&ldquo;
人性&rdquo;&mdash;&mdash;神韵怡然4.巧用&ldquo;排比&rdquo;&mdash;&mdash;气韵悠然5.巧
用&ldquo;成语&rdquo;&mdash;&mdash;文采斐然6.巧用&ldquo;悬念&rdquo;&mdash;&mdash;浮想翩然7.
巧用&ldquo;短句&rdquo;&mdash;&mdash;惜墨吝然8.巧用&ldquo;幽默&rdquo;&mdash;&mdash;风趣沛
然9.巧用&ldquo;情感&rdquo;&hellip;生机焕然10.巧用&ldquo;动词&rdquo;&mdash;&mdash;舞动飘然11.
巧用&ldquo;数词&rdquo;&mdash;&mdash;自古皆然12.巧用&ldquo;典故&rdquo;&mdash;&mdash;温故豁
然13.巧用&ldquo;气势&rdquo;&mdash;&mdash;大气凛然、14.巧用&ldquo;音韵&rdquo;&mdash;&mdash;
诗意盎然15.巧用&ldquo;色彩&rdquo;&mdash;&mdash;俏丽靓然16.巧用&ldquo;不
足&rdquo;&mdash;&mdash;不以为然17.巧用&ldquo;疑问&rdquo;&mdash;&mdash;为之愕然18.巧
用&ldquo;意象&rdquo;&mdash;&mdash;修饰自然19.巧用&ldquo;个性&rdquo;&mdash;&mdash;和谐浑
然20.巧用&ldquo;夸张&rdquo;&mdash;&mdash;形象巍然二、主题深化的辩证关系1.新与旧的对立统一2.
主与客的对立统一3.简与深的对立统一4.虚与实的对立统一5.点与面的对立统一6.大与小的对立统一7.
静与动的对立统一8.人与物的对立统一三、语言表达的时代特征1.个性化2.平实化3.口语化4.简约化5.尖
锐化6.多元化7.趣味化8.悬念化9.修辞化1O.空间化11.虚拟化&hellip;&hellip;下篇　经黄心得大放
送&mdash;&mdash;专家随笔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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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标题美化的标新立异．　　文章有题目，影视有片名，标题是新闻的&ldquo;眼睛&rdquo;。
随着生活进入&ldquo;快节奏&rdquo;时代，读者读&ldquo;闻&rdquo;先看&ldquo;题&rdquo;。
好的标题，能让人一眼难忘，在瞬间留住读者。
标题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写文章；必须十分讲究标题艺术。
　　刘翔伤退奥运，短短24小时内，全球媒体引发&ldquo;强震&rdquo;，发表了数以千计的新闻。
作者粗略搜索部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的有关新闻，发现围绕刘翔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各家媒体的
新闻标题却各显神通，没有重复（除了转载文章外），各家媒体都在&ldquo;标新立异&rdquo;上动足
脑筋，用尽心机，将刘翔伤退的事实浓缩在新闻标题中，起到了信息导向和新闻价值凸显的作用，也
满足了受众的&ldquo;新闻欲&rdquo;，抓住了受众的&ldquo;眼球&rdquo;。
　　那么，标题如何美化，如何体现&ldquo;标新立异&rdquo;呢？
应该说，这需要作者深厚的知识功底、准确的判断分析、广博的提炼能力和综合的素质表现。
具体要求：贴题&mdash;&mdash;突出主题，恰如其分；简洁&mdash;&mdash;简约明白，别具新意；传
情&mdash;&mdash;情浓意深，引人人胜。
　　这里，从刘翔因伤退赛的新闻标题分析，好的标题应该有哲理、有诗意、有情趣。
有哲理才深，有诗意才美，有情趣才活。
在美化标题上：标出&ldquo;动&rdquo;&mdash;&mdash;动态；标出&ldquo;趣&rdquo;&mdash;&mdash;风
趣；标出&ldquo;新丫&mdash;&mdash;新颖；标出&ldquo;俗&rdquo;&mdash;&mdash;通俗；标出&ldquo;
简&rdquo;&mdash;&mdash;简洁；标出&ldquo;修&rdquo;&mdash;&mdash;修辞；标出&ldquo;
美&rdquo;&mdash;&mdash;美妙；标出&ldquo;彩&rdquo;&mdash;&mdash;色彩；标出&ldquo;
情&rdquo;&mdash;&mdash;情感；标出&ldquo;悬&rdquo;&mdash;&mdash;悬念5标出&ldquo;
形&rdquo;&mdash;&mdash;形象，等等。
总之，标题需要自己摸索和尝试，发挥无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不必依葫芦画瓢，做到不拘一格，反
复推敲，精益求精。
法国新闻理论瘃贝尔纳．瓦耶纳在《当代新闻学》中说：&ldquo;新闻工作者的职业，也可以说，是一
半指新闻，一半指诱惑。
新闻的好坏还得看它吸引力的大小。
&rdquo;在我看来，标题要围绕主题，标出&ldquo;诱惑&rdquo;来。
下面，主要介绍20种常见的&ldquo;巧用&rdquo;之法。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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