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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6/2021_2022_2007_E5_85_

AC_E5_8A_A1_c26_236115.htm 一、强调论点的技巧 强调是突

出某一个问题的技巧。有的文章观点好，材料也好，却写得

四平八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善于运用强调手段，突

出必须突出的东西。而在有些问题上，由于不能正确使用强

调手段，容易犯片面性的错误。因此，正确运用强调手段是

写好议论文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有正确强调，就能使论点

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正确强调的意思，首先指要明确强

调的目的。法国剧作家小仲马有句名言：“如果不知道你往

哪里去，你是不知道出路的”强调的目的不明确，就难于达

到预定的效果。在一篇文章里，如果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你

愈强调，它就愈错。如果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又能正确强调

，就会给人以难忘的印象。所以，在强调之前，就要先弄清

准备强调什么？为什么要强调？ 其次，一篇文章上只应强调

一个问题，或一个问题的某一方面。不能什么问题都强调。

如果所有的观点都同时强调，反而会出现“四平八稳”的局

面，哪一个论点也突出不了。 第三，强调要适当。强调时要

防止绝对化。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不适当地强调了某一方

面，抑制了另一方面，常常会收到相反的效果。所以，强调

时注意分寸是很要紧的。比如说一个年青的作家写出了一部

好作品，给子公正的评价、热情的推荐是必要的，但是，如

果为强调他的优点，把他的作品说得一点缺点也没有，好像

国内没有人能比上他，这就从另一方面贬低其他有成就的老

作家。在讲到他的成就取得的原因时，肯定他个人的刻苦努



力是对的，如果只强调这一方面，忽略了老作家、人民群众

和领导的帮助、支持、鼓励，也同样会起到相反的作用。由

于上述种种原因，所以我们在谈强调的方法之前，要明确什

么才是正确的强调。 论述中强调手段的使用常常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语词强调 语同强调指在文章中，直接用语同表不

出强调作用。如提不“请注意”、“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申明”这类。毛泽东同志在《的序言和跋》中说：“我

而度申明：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

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

及其结论。”这里的“我而度申明”就是强调。语同强调有

时用重复同语引起人们的注意。洪深先生有篇文章叫《戏剧

官》，结尾处写道：“以后，我只希望，那神圣庄严的官字

，永远永，不，不，不，不，不，不而和那寒冷混沌的‘洪

深’两字相连”洪深是 个戏剧作家、导演艺术家和戏剧理论

家。他希望将毕生精力献给艺术。在抗日战争中为挽救祖国

的危亡，他不得不在第三厅做了7年戏剧官。这7年里，他丧

失了女儿，丢掉了艺术，得了一身病，几乎丧命，使他一想

起来就胆寒。所以，他在这里连续用了9个“不”字，这9个

“不”字突出地表达了不愿做“官”的强烈感情 还有一种是

结束时的总结概括语。如“总之”，“总而言之”，“综上

所述”，“一言以蔽之”， “由此可见”之类。在议论文里

，经过论证在一个小的段落或结束时加以归纳总结，从结构

上来说是与开头相呼应，从突出文意上来说也具有强调的作

用。 2.集中强调 从材料的选择安排到具体的表现，都可以使

用集中强调的方法。这种方法要求侧重一面，集中一点，把

问题讲深讲透。报刊的编辑们最不欢迎的文章是面面俱到，



什么问题都谈，哪一个问题也谈不透。他们最喜欢的是能从

某一个侧面、某一个小角度深人下去，讲出一番新鲜的道理

，能给人以启不的短小精悍的文章 比如《对立中求和谐》这

篇论文，分析的是唐诗的艺术辩证手法，但并不是一般地孤

立地谈唐诗的艺术手法。“对立中求和谐”虽然说明的只是

一点，但笔墨很集中，而且与此无关的东西统统不谈。作者

抓住这一个小小的侧面，通过从唐诗人手将两种对立的因素

在同一首诗中结合起来，达到均衡和谐；从事物的反面人手

描写事物，用反衬手法突出所描写的东西，从而取得和谐；

运用对比手法通过截然相反或相对的两件事物的比较、对照

，烘托气氛，突出形象，增强艺术感染力以及虚实的对立统

一等四个方面的分析，有力地突出了唐诗运用艺术辩证法的

特点，给人的印象就比较深刻。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集

中并不是指谈的问题的数量的减少或概括面的压缩，而是为

深人挖掘事物的本质。事情谈得多，笔力不集中，不利于把

问题谈深。 集中强调的另一方面是确定了一个侧面以后，还

要有写作的集中点。在《对立中求和谐》一文中，作者谈了

四个特点，集中谈唐诗对艺术辩证法的运用。在具体的行文

中，比重和笔力是不完全一样的。作者对反衬这一手法作了

重点解释，他着重指出，“唐诗中这种反衬手法，往往比正

面描写所取得的效果更为强烈，它充分利用了人的心理功能

，利用和启发人的潜伏的创造因素，把欣赏的被动接受者变

成了主动的创造者，使欣赏者能根据作品提供的形象，从自

己的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出发，领会到作品中未直接表达的

形象和感情，得到意味深长的美学享受。”在这里，作者充

分地强调了反衬手法的美学作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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