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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6_87_E8_BE_85_E5_c64_577074.htm 我们生活的世界纷繁

复杂，我们生活的空间变幻多姿，然而由于学识、心态等因

素，每个人眼中的世界又各不相同。因此要让别人知道你对

客观事物的感受，你应该拥有也必须拥有一个能力再现客观

事物的能力。 再现指的是过去的事情再次出现。要做到这一

点，需要你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了然于心，能够把握住其中的

高潮或是重点，抓住整个事件的脉络；需要你对所观察到的

客观事物进行深入思考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如果不用思想的

火花去照亮它，那么它们就可能是废料；需要你选好一个恰

当的突破口，这样才能让生活汩汩滔滔地流注于笔端，才能

让在心中孕育了许久的情思释放出来；更需要掌握叙述、描

写等写作手法，这样才能让你更生动、更形象、更准确地把

你眼中的世界呈现于笔端。 一、叙述。就是把人物的经历或

事情发生的过程清楚顺畅地表述出来。 1. 叙述应追求简洁生

动。 如《范进中举》：“范进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

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

中了！‘说着，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

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笑着

，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把报录人和邻居都吓了一跳。

走出大门不多路，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

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

一直走到集上去了。”在这段文字中，作者选用“看、念、

拍、笑、跌、咬、爬、跑、踹、挣、拉、走”等动词，尤其



是反复使用“拍、笑”两词，既写出了当时范进喜极而狂迷

的神情变化，更活画出范进醉心于功名利禄的可怜、可鄙、

可悲、可笑的形象。 2. 叙述应追求层次分明。 如有篇文章《

那个秋日让了一次道》：“一根黄旧的竹竿，一头是一个盲

人，另一头也是一个盲人，一对衣衫破烂的盲人夫妇要过马

路了。竹竿在急切地敲击着路面，他们并不知道这里是城里

最繁忙的十字路口，他们不知道此时正是红灯。一声惊叫，

一辆轿车猛地刹住，又一辆，又一辆没有谁按喇叭，红灯变

成绿灯，整个大街忽然静了。那对盲人夫妇在安然地走着。

他们并不知道整个世界都默默地注视着他们，注视他们相依

为命，走过这个城市里最繁忙的十字街口。那个秋日的下午

，整个世界为一对盲人夫妇让了一次道。”文章可谓层层推

进，步步伸展，委婉有致地讲述了一个有关爱的故事。 3. 叙

述还应追求重点突出。 如就课本第三单元作文训练“一次尝

试”来说，它的中心语是“尝试”。在该词里，“尝”是“

试”“试验”等义，与“试”义相同。据此，文章的记叙中

心应是第一次有目的的、带有尝试性的实践活动。既是生活

中的第一次，又绝非一般的第一次，因此只有那些有意识的

、主动积极地想从事的，才能称得上是“尝试”，比如骑自

行车旅游、学做衣服、科学小发明、文学创作等。而一般意

义上的第一次，如第一次踢足球，第一次看电影等无意识的

、无目标的行动，就不应视为“尝试”的内容来写。另外既

可写成功的尝试，也可写失败的尝试。但无论成与败，尝试

的主题必须是积极、健康、向上、有意义的。那些尝试作弊

、尝试自杀、尝试早恋、尝试赌博等，尽管最后往往在文章

结尾有所省悟、反悔，但因为尝试具有主动性，这些不好的



尝试，无法给人有益的启迪，因此是不可取的。 二、描写。

描写就是具体、形象地描绘人物和事物的状貌。 1. 肖像描写

抓特征。 肖像描写不在于描写了多少，关键在于要善于抓特

征，绘形传神。请看唐先生在《琐忆》中对鲁迅先生的肖像

描写：“他留着浓黑的胡须，目光明亮，满头是倔强得一簇

簇直竖起来的头发，仿佛处处在告白他对现实生活的不调和

。”作者只用了“目光明亮”和“直竖起来的头发”就写出

了鲁迅先生敏锐的洞察力和同黑暗社会不调和的斗争精神。

极俭省的几笔，一位同恶势力进行不屈斗争的伟大战士的形

象鲜明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2. 言行描写见个性。 人物的言行

描写必须符合人物的身份，揭示出人物独特的个性。个性是

艺术的生命，同样也是描写人物的生命所在。如孙犁的小说

《荷花淀》写四个青年妇女要去看她们刚参军的丈夫，就去

水生家找水生的妻子商量：“‘听说他们还在这里没走。我

不拖尾巴，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我有句要紧的话，得

和他说说。’‘听他说，鬼子要在同口安据点⋯⋯’水生的

女人说。‘哪里就碰得那么巧，我们快去快回来。’‘我本

来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有什么看头啊！’

”这一番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惟妙惟肖地揭示出每一个说话

人的不同的性格特征。 3. 心理描写需细腻。 心理描写的特点

就在于能够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在运用心理描写的手法

时，要特别注意细腻。都德的《最后一课》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几乎还不会作文呢！我再也不能学法语了！难道这样

就算了吗？我从前没好好学习，旷了课去找鸟窝，到萨尔河

上去溜冰⋯⋯想起这些，我多么懊悔⋯⋯我这些课本，语法

啦，历史啦，刚才还觉得那么讨厌，带着又那么重，现在都



好像是我的老朋友，舍不得跟他们分手了。还有韩麦尔先生

也一样。他就要离开了，我再也不能看见他了！想起这些，

我忘了他给我的惩罚，忘了我挨的戒尺。”这一段心理描写

，是失去了自己国土的一个少年的内心独白。作者的心理描

写非常细腻，从而使小弗朗士的形象更为丰满。 写文章不仅

要会再现客观事物，而且要表现主观情意。 古人云：“感人

心者莫先乎情。”情是艺术之根。所有的文字只有通过作者

心灵的经营，浸润过情感的潮水，才能变成令人心旌摇荡的

艺术。当然情感的热流进一步升华，可以形成饱含哲思的“

意”，这里的哲思不同于议论文中纯理性的道理，而是感情

色彩浓烈的感悟。情和理是相辅相成的，文章光有“情”会

显得肤浅，只有“理”会趋于枯燥，只有情理交融，才会产

生“真情与哲理齐飞，浪漫共庄重一色”的艺术境界，才会

产生情浓而理深的艺术效果。 表现主观情意主要有三种方式

：借景抒情，寓情于事，借理抒情。 1. 借景抒情。 借景抒情

就是在写景状物中，融进作者的感情因素，使写景透出作者

的感情色彩来。王国维曾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这

就强调指出在文章中写景与抒情常常是不可分的。如王实甫

《西厢记》“长亭送别”一场戏，写到张生进京赶考，莺莺

挥泪送别于十里长亭时，有这样一段唱词：“碧云天，黄花

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这就是典型的借景抒情的写法。作者虽落笔于写景，但其目

的却是为了抒情。在一对即将远别的恋人眼中，天，是清冷

的天；地，是凄凉的地；西风正紧，平添愁绪；长空雁叫，

摄人魂魄；离别的泪，把一片片霜叶都染成了红色！这一切

简短的描写，把剧中人物的心境、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其



抒情是深切动人的。 2. 寓情于事。 寓情于事就是在记述事物

发展经过或人物活动的情况时，注入感情的因素，使叙述与

抒情融为一体，增强文字的感染力量。如著名作家吴泰昌《

未了的心愿》一文，在回忆朱光潜与叶圣陶两位先生的生前

交往时，有这样一段文字：“八二年春天，叶老出城去看朱

先生，朱先生高兴地说，以后我常进城去看你，你比我年长

，不该你出城了。他们在碰杯时，叶老当场与朱先生约定明

年四月来家里看海棠花，朱先生连声说：一定！一定！岂知

那以后叶老住院了。八三、八四、八五年，每当叶老家的庭

院里的海棠花盛开，他都不忘从医院里给朱先生捎信，表示

歉意，说明年一定。去年腊月，曾约好朱先生出院时我陪他

去医院看叶老。后因我外出未归，他们的这次相见没有如愿

。朱先生又在盼着四月，叶老也在盼着四月。春天来了，三

月之后就是四月，可朱先生却蓦地走了。怀揣着许多思念远

走了。”这是一段叙述，但叙述中饱含着作者的思念、惋惜

之情，读来是十分感人的。 3. 借理抒情。 借理抒情就是在议

论、说理中融进作者的感情因素，使文章在议论、评判事物

、人物的同时，把爱憎之情也一并表达出来。如宗璞的《紫

藤萝瀑布》结尾一段：“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

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我抚摸了一下那小小的紫色的

花舱，那里装满生命的酒酿，它张满了帆，在这闪光的花的

河流上航行。它是万花中的一朵，也正是由每一个一朵，组

成了万花灿烂的流动的瀑布。”作者在对紫藤萝瀑布作了形

象而又生动的描写后，于结尾处在议论说理中抒发了对小小

的紫藤萝花的赞美之情，既形成了全文的高潮，又含蓄地表

现了文章的主题。 总之，再现客观事物和表现主观情意这两



种能力都很重要，我们要全面掌握，不可或缺，只有这样，

才能达到“天光云影共徘徊”的美好境界。百考试题编辑整

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

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