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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分上、下编：上编《写作原理》，主要讲述写作行为最一般的模型、机制、规律、特点、原则
、方法。
有意强调了写作教学的学科化、学理化。
下编《文体写作》，没有重复中学阶段的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也没有贪大求全，只选取了大学
生日常应用最多的几类(种)文体，作了较详尽的介绍。
提高学生写作能力，最基本、最有效的文体是散文和学术论文，其他文体，如新闻、公文、机关事务
文书、经济文书、法律文书只不过是在此基础上灵活运用；而诗歌、小说、戏剧、影视等则宜作进一
步的专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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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人认为，“写作行为”主要是一种书面表达行为，因而，“写作能力”也就是书面语言的表达
能力。
研究“写作行为”，关键是研究作者如何“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的，研究作者
如何驾驭文体的，因而形成了侧重于“文本”的“文本论写作学”。
　　有人认为，“写作行为”主要是一种技能技巧的操作行为，操作的表层是表现技巧、表现方法的
运用，操作的深层是各种智力因素的运用。
持这种观点的人，特别注意技法的研究、智能的分解，因而形成了一种侧重技术描述的“技巧论写作
学”。
　　有人认为，说到底，“写作行为”是人的一种行为，如果“见物不见人”，只看到技能技巧，只
看到文体，只看到语言，不研究从事写作的活生生的人，这样的“写作行为”不是真正的写作行为。
因而，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产生了“主体论写作学”。
　　有人认为，“写作行为”主要是一种“创造行为”，写作的本质，就是“创造”，写作学应着重
研究创造的过程、方法、原则、规律，研究创造的心理品质、知识结构、观念准备、思维特点、创造
机制。
只有从“创造”的角度来研究写作，才可能真正揭示写作行为的规律，因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创造
论写作学”。
　　还有人认为，“写作行为”主要是一种“文化行为”，因为人们在书写活动、言语活动中，无论
“选材立意”、“布局谋篇”，还是“言语运用”、“技巧运用”，它们都体现了本民族深厚的社会
文化心理结构，表现了本民族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时空情绪、价值观念、心理状态、
智慧水平，而这些，正是一个作者从事写作、运用技巧的深层依据，写作学不研究这些，就无法揭示
“写作行为”之所以这样运行而不那样运行的内在机制，因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文化论写作学”。
　　三、怎样认识写作行为　　面对以上分歧，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呢?　　我们认为，在“写作行为”
的外延上，不宜对“写作行为”作过分狭隘的理解。
　　诚然，从写作动机的产生，到文章的最后清誊，这个过程，是“写作行为”最核心最基本的内容
，离开了这个中心环节，整个“写作行为”也就不复存在。
然而，最重要、最基本的，并不意味着就是全体、全部。
就像一个人，他之所以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他的大脑、他的心脏，无疑是最重要的。
一个人要是没有大脑，他就不能意识到他的存在；一个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但是，一个人，毕竟不能等同于一个大脑、一个心脏，他除了大脑、心脏，还得有其他部分才能共同
组成一个活生生的生命。
事实上，文章制作行为之所以能够进行，之所以这样运行而不那样运行，它是受制于其他因素的：在
我们萌发写作意图、写作冲动之前，离不开对生活的观察、体验、思考，离不开对基本技能、技巧的
学习和训练，离不开对写作的期盼和积累；否则，“文章制作过程”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同时，文章写成之后的传播、接受，看上去与写作行为无关，实际上它投影于写作过程之上，并直接
影响着作者的写作。
当我们拿起笔，意识中马上就会对文章读者、读者要求有一种预测，并由这些预测决定着写作怎样运
行。
文章写出来之后，读者的评价也会直接影响到作者的下一次写作。
因此，我们理解“写作行为”，不宜过分地狭隘，既要看到制作文章的直接行为(“显写作”)，也要
考虑到与文章制作相关的间接行为(“前写作”、“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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