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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济南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合作编写的写作学教材，2004年7月初版。
教材出版后受到很大欢迎，被全国许多高校作为本科生的专业用书，还被有的高校列入研究生的必读
书目或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学习参考书目。
　　2005年本书经修订出版了第二版，增加了“写作主体的思维品质”一章，使全书体系更加完善。
　　教材在使用过程中，得到了教学一线的教师和专家们的积极评价，这次修订再版，我们吸收了许
多建设性的建议，删去了绪论中与写作关系不是很密切的文字，更换了比较陈旧的例文。
在第一章“写作活动中的客体”中增加了“写作活动中的读者”一节，之所以这么做，是缘于一个客
观存在的事实：读者对于作品是存在期待的，这种期待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读者希望看到那些接近自己的现实生活、表现形式新颖活泼的作品。
另一方面，读者希望看到深刻的、能给人启迪、发人深省的作品。
这就给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形式上，写作应该注意针对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在内容
上，写作应该关注现实生活，表现大多数读者的现实生存和思想状况，说出大多数读者想说而没有说
出或说不出的话。
　　从写作角度来谈论读者，主要目的仍然在于探讨如何写出好的作品，简单地说，就是如何根据读
者的需求写出好的、受读者欢迎的作品。
因为从传播学意义上讲，写作是为读者而写，读者是作品效果的检验者。
　　经过四年的使用，本教材在广大读者的关心、支持下不断完善，成为网上热销图书。
借此再版之际，我们对来自领导、前辈、同行和广大读者的鼓励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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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通用教材：写作学教程（第3版）》分为上下两编。
上编详细介绍了写作学的基本理论、文章写作的程序及文章的构成要素，下编具体介绍了公文、事务
文书、文学类文体、新闻文体、议论文体、财经文体的特征及写作要点。
《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通用教材：写作学教程（第3版）》注重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知识的新颖性和体
例的实用性，适应时代要求、深入浅出，是一本实用价值较高、应用范围较广的写作学方面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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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编绪论第1章 写作活动中的客体第一节 文学写作活动中的客体第二节 应用写作中的客体第三节 写作
活动中的读者第四节 把握客体的途径第2章 写作主体的思维品质第一节 影响写作思维的基本要素第二
节 写作主体的思维品质第三节 影响写作思维个性的非智力因素第3章 写作文本第一节 文本的语言建构
第二节 文本的内在结构第三节 文本的表达方式第四节 网络文本下编第4章 公文第一节 公文概述第二
节 公文写作第5章 事务文书第一节 计划第二节 总结第三节 简报第四节 会议记录第五节 调查报告第六
节 演讲词第七节 电子公文第6章 文学类文体第一节 散文第二节 诗歌第三节 小说第四节 影视剧本第7章
新闻文体第一节 新闻概述第二节 消息第三节 广播电视新闻写作第四节 新闻评论第8章 议论文体第一
节 文艺批评第二节 思想评论第三节 学术论文第四节 杂文第五节 申论第9章 财经文体第一节 经济活动
分析报告第二节 市场调查和预测报告第三节 审计报告第四节 经济合同第五节 经济广告教学大纲参考
书目第三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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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对既有的文学存在方式的挑战　　文学向来被称为语言的艺术，包括口头和书面的语言，
其中又以书面语言为主要载体，文学往往和文本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个似乎理所当然的观念却遭遇
了网络的严峻挑战。
网络所使用的媒介和工具的优势使得网络可以借助多种手段传达原本只能用文字表达的东西，比如网
络中常见的各种表情符号，可以表达说话者的情绪和主张，它们穿插在文字中能给人更生动直接的视
觉感受。
文字本身的表现方式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字可以以动画的方式出现，文字之中还可穿插动画
，这是原来的纸张介质无法办到的。
网络文本使用的不仅仅是文字语言，它还有多媒体的声音语言和静态的或者动态的图像语言，它们共
同组成一个集合，从各个角度对人的视听器官予以刺激，弥补了静态文字语言的不足。
随着科技的发展，借助一些新的硬、软件，网络文本的媒介还能发展到触发人的嗅觉、味觉、触觉，
发挥通感的作用，达成真正的审美同感和审美同步，让人在电脑前体验到激动、晕眩、紧张等微妙的
心理变化。
到那时候，单纯的语言文字媒介显然难以涵盖所有文本的存在方式了。
　　传统的文学叙述是戴着“语言的镣铐”来舞蹈，要想表达自己的主题和感情，只能借助于语言文
字。
语言文字作为表达的工具，在传情达意上具有能指与所指、外化与隐喻等多方面的指涉功能，本身有
很大的发挥潜力和激发人的想象力的优势，但是又有其先天的局限性：语言文字的叙述只能通过时间
线性叙述达成空间的排列，也就是说只能一个字接一个字，一句话接一句话地线性排列，无论作家的
叙述技巧如何高超，它也走不出延时罗列的圈子。
网络文学创作则不然，它可以充分发挥多媒体的优势，把语言文字叙述与声音表达、图片展示、音响
画面融为一体，在动态中进行立体的展示，借助电影、电视等视觉艺术的帮助，开掘语言文字的表现
力。
还可以利用网络的传播和链接功能，让网络文学的欣赏者根据自己的喜好对感觉通道加以选择，使作
品的情节发展有多种可能性可以选择，更接近生活本来的面目，让文学作品的叙述方式成为一个有多
种可能的立体的超媒体链接系统。
　　（三）消解主流话语　　主流话语是指拥有并掌握社会话语权的社会群体和媒介所发出的声音，
他们控制社会的话语权，以代言人的身份引导社会舆论和大众思维。
但是到了网络时代，这种控制权被打破了，只要拥有一台可以上网的计算机，就拥有了不同程度的发
言权，虽然这种发言权无法与掌握国家机器的主流社会抗衡，但是它毕竟使社会的话语权得到重新分
配。
网络文本在突破形式的同时，大量保存了严肃文学排斥、通俗文学不敢大肆张扬的一些语言，这些语
言具有个人色彩，不乏文字的表现力和隐喻功能，以强劲的冲击力打破了人们头脑中惯有的文质彬彬
的语言形式。
在语言的组织形式上呈现出来的新鲜姿态包括：对话体的大量存在；干脆利落的行文，多用短句；句
号明显多于逗号、顿号、分号；一个自然段的文字被压缩到极限，等等。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写作学教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