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心

 阅读

 笔记

 要求

 积累

 词汇

 每遇一词，要连同相近的词作成一个系串，编入
 胸中的语汇去

 注意不同地方，不同阶级词语的区别

 语感

 用词的时候，要根据语境，择最相当的一个来使
 用

 每遇一词，从各方面感受情味

 触发

 定义  从一件事感悟到另一件事

 举例：读书时的某句话

 与其他读过的书有联系

 与自己的生活有交涉

 觉得可以作为将来某种理论说明的例子

 对目前所经验着的事物，发现其它意思

 要求  要是自己的、新鲜的才好

 文体

 工具书
 辞书  按字分，供给辞藻

 类书  按类分，供给事实、典故

 词

 又名长短句

 每首词分为上阙和下阙

 每首词都有曲调

 以表现境界或抒写感情为主

 作词=填词=倚声，按谱填写

 小说
 不一定要根据事实

 有暗示，寄托在叙事上，叙事只是手段

 新体诗
 与散文对比  语言精粹、印象生动、更有诗的意境

 不讲音韵，不限字数

 戏剧

 传统戏剧

 分类  京戏、杂剧、传奇……

 特点
 将思想、行动和话语都唱出来、说出来

 往往不止一个场面

 西洋戏剧  特点
 用对话烘托背景

 一幕只有一个场景

 朗诵

 轻重

 读写相长

 内容

 简短朴实

 字体用法

 文章作法

 好词好句

 于生活的印证

 疑问点

 升降

 有特别重点或是前后的词彼此相关联照应的时
 候，应当重读

 强弱

 升调

 降调

 意义未完结

 号令或者绝叫

 惊愕

 疑问，且无其他疑问词

 意义已完结

 插入疑问词的问句

 祈求

 愤恨、感激、慨叹

 缓急

 头部加强

 尾部加强

 中部加强

 表悲壮、快活、叱责或慷慨

 表不平、热诚或确信

 表庄重、满足或优美

 缓

 急

 庄重、畏敬、谨慎、沉郁、悲哀、仁慈、疑惑

 快活、确信、愤怒、惊愕、恐怖、怨恨
 与文字所含的感情有关

 修辞

 写作

 文章组织

 具体方法

 鉴赏

 原则

 方法

 秩序

 联络

 统一

 把所有的材料排列成适宜的次第

 从头至尾顺当地连续下去

 通体维持着一致的意见、同样的情调

 回问自己

 写文章的目的

 保证材料可以衔接

 确保主旨统一

 分类
 消极修辞

 积极修辞

 定义 依照语言意思调整语言的学问

 只有语意 抽象的、知识的

 有感觉性 具体地、情绪的

 情境

 辞格

 讳饰

 铺张

 譬喻

 明喻格 有‘如’、‘犹’等字

 隐喻格 没有‘如’、‘犹’等字

 借喻格 省略，全省略

 映衬
 调和 突出相同点

 对比 突出不同点

 所处地位

 所处时代

 前后关系

 所怀心情

 意义 领略作品感情

 方法

 是心理上的事情

 了解作者生平和作品的缘起

 与自己对比

 语病

 游记

 呼告

 是记叙，但要详略得当

 是印象的描写

 知—知识

 情—感情

 意—意欲

 是什么，与别的事物有什么关系

 发生喜悦、愤怒或悲哀

 要将其怎样处置

 情意与知识要相结合

 词语使用不当

 前后缺乏照应

 语意缺少或重复

 截取一段来描写

 语调

 风格

 具体分类

 内容和形式的比例
 简约 力求言辞简洁扼要

 繁丰 不节约词句，任意衍说，说至无可再说而后止

 气象的刚强与柔和
 刚健 刚强、雄伟

 柔婉 柔和、优美

 话里词藻的多少
 平淡 少用词藻，务求清真

 绚烂 尽用词藻，力求富丽

 检点功夫的多少
 谨严

 起稿之时，纯循自然，不加雕琢，不论粗细，随
 意写说

 疏放 是从头至尾，严严谨谨，细心检点

 决定因素

 取材的范围

 作者的品性

 作者的语言习惯

 写作的习惯

 字数

 句式

 音节

 句间关系

 偶数

 多样化

 分类

 除特殊，少用同音或拗口的词

 看上一句，在关系词、句式上尽量不相同

 散句

 束句

 对称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