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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任何教材都是关于知识的认识和理解。
不同的认识会有不同的知识体现，不同的理解也会有不同的知识追求。
我们尝试编纂应用型本科系列教材，概括起来主要基于这样几点考虑和探索：　　教材是一幅知识的
蓝图，它标明知识的走向、知识的关系和知识的系统。
然而，我们所强调的则是对知识走向的创新，知识关系的重构和知识系统的再建。
　　教材不该是对知识的按图索骥，而应该是对知识变化过程的引领。
没有变化的知识不是真知识，不能运用的知识不是活知识。
知识的生命在于知识的重组、知识的再生和知识的生产。
知识是一个过程，了解和获得知识的真正目的，是掌握和运用知识。
　　教材要交给学生学什么，还要告诉学生什么如何学，更要指导学生什么如何应用。
这里的应用不是指如何操作，而是指对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巧妙融合和灵活处理。
应用不是指做什么，而是指利用什么做什么。
利用得好坏就是应用的方法。
传授知识的方法是形式也是内容，根据对象选择内容，更应根据对象设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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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写作与语言教程》是适应21世纪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而编写的新型教材。
着力于提升当代大学生的语言素养和写作能力。
其特点是用1+1的形式结构教材的纲目，上编“写作技能”，下编“语言修养”，每编各有一个以实
用为根本的知识系统，将语言运用与写作实践紧密结合，加强了写作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本教材适用对象为高校传媒类和艺术类各专业学生，以及广大写作、语言表达艺术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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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此，浓厚的写作兴趣是写作的动力。
对于初学者来说，由于各方面的素养和能力还不完善，兴趣就显得更为重要。
有了浓厚的兴趣，才有克服困难、提高素养的愿望和热情，才会乐此不疲地去完成写作任务。
　　三、兴趣通过题材选择影响写作　　兴趣爱好对写作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题材选择来实现的。
不同兴趣爱好的作者对社会生活的关注点不同，于是就有了各自倾心的生活素材和创作题材，这也决
定了不同的语言选用倾向，从而也就形成了作者各具特色的语言个性。
以张爱玲和茅盾为例，同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创作，但因他们的经历和兴趣不同，对生活的感应
和描述对象也就不同，语言个性呈现出迥异的色彩。
张爱玲因没落贵族的生活经历就决定了她写作的兴趣、爱好是在淡淡的哀愁中描画世俗生活的繁华与
衰败。
她的《倾城之恋》、《十八春》，都是从她的写作兴趣出发而选择的小说题材。
这种兴趣和题材的选择，也决定了她的语言个性必然是机俏、华丽，富有情致韵味的。
茅盾的写作兴趣、爱好集中在对上海及江南农村的各阶层人物命运的关注上，写民族资本家的失败、
农民的破产以及人民的觉醒和反抗，《子夜》、《春蚕》、《秋收》、《残冬》、《林家铺子》都反
映了这些题材倾向。
因此，茅盾的语言个性，呈现出平实的特点。
　　影响一个人精神独立的心理因素是复杂、多样的，我们只是从中选取了兴趣、性格、气质三个方
面，分析了它们与写作的关系，对写作的影响。
我们承认气质、性格的先天性差异，但我们更加注重后天的学习和培养，以利于作者在写作活动中取
长补短，发挥所长。
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个人的个性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因素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因素的混合体；同时它又
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有时也可能作者外在表现出来的个性和他内藏的心理面貌并不一致。
凡此种种，就使得形成语言个性的原因极其复杂，作者的语言特征同他们的兴趣倾向、主导性格及气
质既有一致的一面，也有不一致的情况，需要我们多角度、多层面地进行探讨。
　　【思考与练习】　　一、试着分析自己在气质、性格、兴趣方面的特点，结合自己的写作实践，
谈谈这些特点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二、试分析自己熟悉的作品和作者，谈谈作者的素质对他的写作活动的影响。
　　三、分析王安石的《伤仲永》，谈谈一个写作者先天的资质禀赋与后天的培养锻炼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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