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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书主要是写给高中学生和高中毕业后就业的青年和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各界读者的。
初中学生也可以先看一部分，等到上高中时，再全面地看。
中小学教师教学时备课，也可以参考。
写作没有过关的大学生，临高考的高中生，也可以作为复习的读物。
　　我对这本书的构思，想强调写作的主要问题——炼词、炼句，组织篇章，运用思维，表述意思。
因此，分了工具篇、能力篇、文体篇，而突出了工具篇和能力篇。
中学生中多数人，特别是中下等程度的学生，语言基础打得不好，而且很轻视语言的学习。
强调语言的工具作用是符合中学生的实际的。
少数民族学生用汉语学习写作，语言问题更是最困难的问题。
　　中学生学语法、学逻辑、学修辞、学思维，在教学中是棘手的问题，但学习这些又是必要的，写
作中随时都有语法、逻辑、修辞、思维的问题，而且并不比学数理化知识难于理解，课外阅读一点这
些知识的读物很有必要。
因此，我在讲写作中结合了一些语法、逻辑、修辞和思维的知识。
　　本书不追求章节文字和内容的数量的均衡，从各章问题的实际和学生需要的实际出发，该多则多
，该少则少。
怎样结构篇章、怎样表述意思、怎样写记叙文等章内容较多，其他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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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编实用文体写作基础与技巧》主要是写给高中学生和高中毕业后就业的青年和具有中等文化
程度的各界读者的。
初中学生也可以先看一部分，等到上高中时，再全面地看。
中小学教师教学时备课，也可以参考。
写作没有过关的大学生，临高考的高中生，也可以作为复习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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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怎样区别同义词　　一、什么是同义词　　同义词的一般意思是一组词的词义相同或者一
组词的词义部分相同。
这样，同义词实际上包括着等义词和近义词。
等义词的意义几乎完全相同，对象特征相同，适用对象相同，只是附加意义有些不同。
例如自行车——脚踏车——单车，太阳——日头，包谷——玉米——棒子，所不同的只是使用地区不
同。
附加义为书面语与口语不同的如诞辰——生日，马铃薯——土豆，荷花——莲花。
附加义为古语和今语不同的如首——头，箸——筷子，足——脚。
这种词数量不多，在句子里可以替换不影响句意。
近义词是词义的对象特征略有不同，适用对象也略有不同，即意思上存在有同有异的地方。
例如表扬——表彰，时代——时期，企望——希望等。
近义词是大量的，等义词很少，一般把这两种统称为同义词。
　　同义词的大量出现是社会发展，思维随着发展的结果。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和感受扩大、加深，发现了事物的细微的差别，就需要用语言表达出来，于是产生
了大量的同义词。
同义词为写作提供了选择的机会。
没有丰富的同义词，语言就粗疏，不能准确、生动、鲜明地表情达义。
例如这样一句话：“这件事，我们的意见还没有一致，我们还需要再××一下”。
这里空的两个字是一个词，应该用上哪个词才合适呢？
这里可供选择的词有商量、商议、商讨、商榷、协商、讨论、统一、商谈等，但是必定只有一个词最
恰当。
考虑哪一个词最恰当，当然一方面要考虑语境，另一方面就是考虑这些同义词和同义处境的词的意义
差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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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编实用文体写作基础与技巧》不追求章节文字和内容的数量的均衡，从各章问题的实际和学
生需要的实际出发，该多则多，该少则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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