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散文形象的内涵与特点 

核心总结： 

        散文的形象主要包括人物形象和物象。准确理解散文形象，

是鉴赏散文的基础。人物形象主要出现在记人叙事类的散文中。

如汪曾祺《才子赵树理》中的主要人物赵树理、杨朔《雪浪花》

中的“老泰山”、巴金《怀念萧珊》中的萧珊等。鉴赏人物形

象，要通过作品把握其特点，了解它的社会意义以及作者创造

这一形象的意图，进而理解它对作品主旨表达的作用。鉴赏散

文中的人物形象应重点把握：  



      （1）思想性。包括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和人物形象的社

会意义，要特别注意从人物的肖像、神态、动作、语言、心

理等多个角度把握他们的精神风貌和性格特征，要注意其所

揭示的作品的主题及所体现的现实意义。     

      （2）艺术性。艺术性主要是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包括：

①环境描写和情节描写对人物形象的作用；②人物描写的方

法：肖像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等；③人物

描写的技巧：人称、直接描写、间接描写等。  



        散文的物象就是散文中所出现的具体景物形象、动物形象

或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它往往包含着作者或人物的思想感情。

物象主要出现在托物言志或写景状物的散文作品中。如李健吾

《雨中登泰山》中的“泰山”、季羡林散文《雾》中的“雾”、

杨振声《书房的窗子》中的“窗子”、巴金《小狗包弟》中的

“小狗”等。鉴赏物象首先要把握这一物象的特征，了解它与

所象征的意义之间的相似点和作者借这一物象所要表达的思想

感情，进而理解它对于表现主旨的意义和作用。     



        散文的意境是散文作家把握自然和社会人生，并将

主观内情与客观物境交织渗透而构成的艺术境界。它的基

本特点在于以求“实”之境，传融“情”之“理”，使人

如见真景、如临实境，继而获得美的享受和生活的启迪。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 

何容何许人也 

老  舍 

        粗枝大叶的我可以把与我年纪相仿佛的好友们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因经济的压迫或别种原因，没有机会充分发展自己

的才力。第二类差不多都是悲剧里的角色。他们是旧时代的

弃儿，新时代的伴郎。这些人们带着满肚子的委屈，而且还

得到处扬着头微笑，好像天下与自己都很太平似的。何容兄

是这样朋友中的一位代表。  



        他没有一点“新”气，更提不到“洋”气。他的“古道”

使他柔顺像个羊，同时能使他硬如铁。当他硬的时候，不要

说巴结人，就是泛泛地敷衍一下也不肯。在他柔顺的时候，

他的感情完全受着理智的调动：比如说友人的小孩病得要死，

他能昼夜地去给守着，而面上老是微笑，希望他的笑能减少

友人一点痛苦；及至友人们都睡了，他才独对着垂死的小儿

落泪。反之，对于他以为不是东西的人，他全凭感情行事，

不管人家多么难堪。  



        怎样能被他“承认”呢？第一个条件是光明磊落。所

谓光明磊落就是一个人能把旧礼教中那些舍己从人的地方

用在一切行动上，而且用得自然单纯，不为着什么利益与

必期的效果。光明磊落使他不能低三下四地求爱，使他穷，

使他生活没有规律，使他不能多写文章——非到极满意不

肯寄走，改、改、改，结果文章失去自然的风趣。做什么

他都出全力，为的是对得起人，而成绩未必好。可是他愿

费力不讨好，不肯希望“歪打正着”。他不常喝酒，一喝

起来他可就认了真，喝酒就是喝酒。醉？活该!在他思索的

时候,他是心细如发。他以为不必思索的事，根本不去思索，  



譬如喝酒，喝就是了，管它什么。他的心思忽细忽粗，正

如其为人忽柔忽硬。他并不是疯子，但是这种矛盾的现象，

使他“阔”不起来。对于自己物质的享受，他什么都能将

就；对于择业择友，他一点儿也不将就。他用消极的安贫

去平衡他所不屑的积极发展。无求于人，他可以冷眼静观

宇宙了，所以他幽默。他知道自己矛盾，也看出世事矛盾，

他的风凉话是含着这双重的苦味。  



        是的，他不像别的朋友们那样有种种无法解决的、眼看

着越缠越紧而翻不起身的事。以他来比较他们，似乎他还该

算个幸运的。可是我拿他作这群朋友的代表。正因为他没有

显然的困难，他的悲哀才是大家所必不能避免的，不管你如

何设法摆脱。他的默默悲哀是时代与个人都微笑不语，看到

底谁能再敷衍下去。①他要想敷衍呢，他便须和一切妥协：

旧东西中的好的坏的，新东西中的好的坏的，一齐等着他给

喊好。只要他肯给它们喊好，他就颇有希望成为有出路的人。

他不能这么办。  



同时他也知道毁坏了自己并不是怎样了不得的事，他不因

不妥协而变成永不洗脸的名士。怎么办呢？他只交了几个

好朋友，大家到一块儿，有的说便说，没的说彼此就愣着

也好。他也教书，也编书，月间进上几十块钱就可以过去。

他不讲穿，不讲究食住，外表上是平静沉默，心里大概老

有些人家看不见的风浪。真喝醉了的时候也会放声地哭，

也许是哭自己，也许是哭别人。  



        ②他知道自己的毛病，所以不吹腾自己的好处。不过，

他不想改他的毛病，因为改了毛病好像就失去些硬劲儿似

的。努力自励的人，假若没有脑子，往往比懒一些的更容

易自误误人。何容兄不肯拿自己当个猴子耍给人家看。好、

坏，何容是何容，他的微笑似乎表示着这个。     

        他喜爱北平，大概最大的原因是北平有几位说得来的

朋友。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联系文中两处画线的句子，请分析“好、坏，何容是

何容，他的微笑似乎表示着这个”这句话，并说明它表现

了何容什么性格特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答案：不管别人如何评价，何容都坦然地展示个

性。性格特点：坚持自我，不妥协、不改变。 



知识积累： 

        散文中的人物形象，不如小说中的形象丰满完整，它

可以是人物的一个神态、一个笑容、一个动作、一个微妙

的心理变化，或一组人物的语言、一个典型的细节等。 

        物象就是文学作品中所出现的具体景物形象和事物形

象，它往往饱含着作者或人物的思想感情，它是客观物象

和作者或人物主观思想感情相融合所构成的新的形象。     

        阅读散文，要能辨清文中形象的主次关系，明白主要

形象承载抒情言志的任务，次要形象和主要形象构成对比、

衬托或类比关系，以突出主要形象。 



赏析散文形象的特点 

1、赏析人物形象 

        人物形象主要出现在记人叙事类的散文中。对于人物形象

的鉴赏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从叙事情节中加以分析概括。在阅读时就分析事件，

理清情节，进而从中概括人物形象。     

        （2）从作品中的人物描写方法的角度加以分析概括。在

阅读过程中注意分析文章中对人物的动作、神态、语言、心理、

细节等描写，从人物的身份地位、性格品质等方面加以概括。     

        （3）要结合时代背景，把人物放到特定的时代去分析概

括。 

        （4）要注意作者对人物的介绍和评价，揣测作者的情感

倾向，进而分析概括。 



2、赏析物象（景物形象、事物形象） 

        鉴赏作品物象一般抓住两个方面：一是形象特征，包括

外在形象和内在形象（性格、精神品质）；二是它与环境的

关系。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作答：     

        （1）抓住散文的类别特点，了解物象出现的场合。写景

散文，需标记景观，因为景观就是物象；状物散文，需标记

事物。     

        （2）明确物象的外在特征或特点，包括形态、声音、色

彩、气味等。如《一朵午荷》第二段中“娇美”“清香”等

词。  



        （3）联系外部环境，把握物象的内在品质（内涵、

本质、精神），明确它与所象征的意义之间的相似点。 

        （4）明确作者借这一物象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进

而说出它在线索、内容、情感等方面对于表现主旨的意义

和作用。 



二、散文形象的作用 

        散文借助形象来表达意义，形象是手段，意义是目

的。这里所说的形象，包括人物、景物、事件等；意义包

括感情、思想、观念等。从意义的角度分，散文可以分为

以抒情为主的抒情性散文和以说理为主的说理性散文。当

然，一篇文章的意义，除了中心意义，还有其他的意义。

在抒情性散文中，作者可以把感情寄托于景物、人物形象

和事件中；在说理性散文中，作者的思想、观点可以通过

故事、现实生活中的事件、自然现象等阐释和证明。因此，

在高考试题中，分析散文中形象的作用往往同散文的主题

或作者的观点态度结合起来考查。 



        在解读散文文本时，首先要通过粗读文本，识别其

类型，然后具体剖析所写的人物、事件和景物在表达意

义上的作用，统观全文，把握文章的主旨。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 

牛铃叮当 

李清明 

        ①水乡多水牛。     

        ②从我记事开始，一直到成年走出水乡，多以水牛为伴。

不但假期要整天放牧水牛，即使上学了每天也带上镰刀和竹

筐，放学的路上割上满满一筐青草，回去喂养水牛。     

        ③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我们水乡，可谓是一

方水土养一方牛。洞庭湖多年淤积的湖洲上围垦成水乡一个

个垸落。湖汉内港、沟渠水塘星罗棋布，到处长满茂盛的芦

苇、青草和野蒿，这些都是水牛们上好的饲料。水牛生命力

强，容易饲养。春、夏、秋三季均以自然生长的草蒿为食；

到了万物枯萎的冬日，每天也只需一捆干草便能果腹。  



        ④漫长的农耕时代，水牛一直被视为农家的命根子。

从牛犊学会走路的那天起，它的脖子上便被精心挂上一串

铜制的铃铛。农忙季节，水牛可用于犁田、耙田；农闲时

分，水牛能帮助拉磨，碾压菜籽、稻谷，以便得到食油、

大米。记得20世纪70年代初，村里就购买了东方红牌拖拉

机，还配备了犁、耙等成套的耕田机械。没承想几吨重的

“铁牛”开进农田却经常陷进淤泥中，有时淹得只看见顶

部的烟囱，最后还得用十头八头水牛合力，才能“拖拉”

出来。  



        ⑤水牛天生就能游泳，还是长距离泅渡的高手。A水浅处

水牛游得很慢，一边游还一边不忘啃食水中的荷叶、蒿草和野

生水稻；一旦游到水深处，它便变得特别快捷，一边用力划动

四肢，一边高高抬起头角，“嗯呀——嗯呀”十分得意地叫唤

不停。夏天，水牛成了我和一班好伙伴最好的“游泳老师”。

B跟着水牛学游泳，我们先是用柳条鞭子将水牛赶至河里，双

手死死地拽住牛尾巴，待水牛飞速抢渡时，再使劲用双脚拍击

水面。不消两日，我们便掌握了“牛刨”“蛙泳”等全套的游

泳本领。  



        ⑥与水牛朝夕相处，我们也摸透了它温和、驯良的习性。

只要你往牛头前一站，哪怕它正在吞食草料，也会赶紧把头

一低，让你攀住牛角，爬到它背上。待你坐好，水牛还不忘

摆动头角，“嗯呀——嗯呀”撒娇般地叫唤几声，牛铃也会

“叮当——叮当”地响个不停。骑在牛背上的我们，头上扎

着柳条帽，腰间别着把弹弓，右手高高扬起柳条鞭子，活像

一个个舞剑骑马、披挂出征的大将军。     



       ⑦别看水牛平日温驯，一旦打起架来却异常勇猛，尤以

处于发情期的公牛为甚。当攻击开始时，公牛们双眼通红，

抵足弓背，头缩至前腿中间，亮出尖尖的双角，冲撞挑击。

一时间，牛铃骤响，沙飞石跳，响声震天。这时，只有将干

草燃成的火把投掷到牛头角力处，方能将它们分开。     

        ⑧终于，水牛老了。连田也耕不动的水牛，静静蹲在牛

栏中，等待自己大限的到来。因为害怕掉膘，乡亲们往往会

提前宰杀水牛。被牛绳绑囚在树下的水牛，看到屠夫磨刀霍

霍，都会掉下一颗颗好大好大的眼泪，似有深深的不舍和无

限的悲戚。想起水牛这一辈子所求甚少，干的却是最苦最脏

最累的活，站在一旁的我们不禁泪眼模糊。  



        ⑨现今的水乡，早已不用水牛精耕细作，而是直接向稻

田抛撒谷种，等天收粮，靠天吃饭。放眼望去，湖洲上唯有

水草疯长，久而久之便成了放养水牛的天然牧场。春天里，

不再耕田的水牛被赶至牧场，脖子上换上了刻有记号的新铃

铛，直到冬天才各自牵回。一起牵回的还有傍着公牛母牛的

新生牛犊。牛犊的认领沿用的是乡里的老规矩：将各家的大

牛小牛赶至一处，看哪头牛犊跟谁家的大牛走，哪头牛犊就

算是谁家的。  



        ⑩如今，利益的驱动让这样的老规矩开始面临挑战。由

牛犊引发的纠纷，每有耳闻。曾有相邻的两家因争六条小牛

而互不相让，直至对簿公堂，一家甚至提出要用船装着大牛

小牛去省城做“亲子鉴定”。自然，鉴定最后平息了纠纷，

但花去的鉴定费、差旅费和诉讼费加起来远远超过几头小牛

的价值，这一时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谈论最多的黑色幽默。     

        ⑾打那以后，水乡的水牛们大都由放养改成了圈养。岁

月流逝，牧童牛笛仿佛一夜之间成了绝响。没了广阔湖洲茵

茵绿草的映衬，少了骀荡和风的吹拂……牛铃依旧叮当，但

总觉得少了往昔的悦耳与悠扬。 

（本文有删改） 



文中多次写到“牛铃”，有什么艺术效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答案：①呼应题目，点明主旨。②作为线索，使

全文结构更加紧凑。③形成背景旋律，增添了感染力。④

构成象征，承载了农耕时代的情感与记忆。 



赏析形象作用的思考角度 

1、思索在内容、主旨、情感上的作用：     

        （1）对内容的充实作用；（2）对主旨（或形象）的衬

托、深化、升华作用；（3）寄托作者的思想感情。     

2、思索在形式上的作用：     

        （1）开头、结尾的谋划；（2）详略主次的安排；（3）

行文线索的贯串；（4）过渡、照应的勾连；（5）伏笔、悬

念的设置等。  



3、思索主要形象、次要形象的不同作用： 

        （1）主要形象的作用是揭示散文的“神”。一般来

说，写人的寻品，写事的析理，写物的找志，写景的析

情。 

        （2）次要形象的作用，应从文章的结构形式、内容

主旨、作者的思想感情、对主要形象的彰显意义等方面

做多角度思考。 



认识散文中的物象，掌握其分析方法 

        所谓物象，就是指文学作品中所出现的具体事物形象，

它在以事物形象本身出现的同时，也包含着作者或人物的

思想感情。也就是说，物象不仅是有其本身的具体意义，

而且具有被赋予的抽象意义。可以说，我们在文学作品中

欣赏到的物象，都是客观物象和作者或人物主观思想感情

融合而成的形象。  



（1）抓住散文类别特点，了解物象出现场合。     

        ①写景散文。写景散文以自然景观和历史人文景观为描写

对象，分析物象就是分析这些景观。景观是写景散文的主角和

灵魂，它在使文章血肉丰满的同时也承载着作者的情感。所以，

分析写景散文中的物象，要始终将其与作者的情感结合起来。     

        ②状物散文。状物散文一般以具体事物为描写对象，文章

围绕着某一具体事物展示。状物散文的层次非常清楚，往往会

从物象的外观、特性、用途等说起，然后发散到其所代表的精

神、品质、价值观等。作者往往是言在此而意在彼，事物的本

身意义仅仅是一个引子，其抽象意义才是文章的重点。  



        ③偶感散文。情缘物起，有一些偶感散文，虽然文章

主要是在抒发某种情感或思考，但引发这种情感或思考的，

却是具体事物。有时，我们也需要分析这类散文中的物象，

那么此刻的物象则是下文的情感或思考的触发点。从内容

上说，物象可能是文章情感或思考的一个例证；从结构上

说，物象往往起到引起下文、为下文作铺垫的作用。  



（2）抓住外形特征，分析内在品质。     

        作者对生活中的某些事物的感触必须要借助于描写所托

之物的外形特征来抒发，这类事物往往外形特征比较鲜明，

只要找准对其外在形象的描写，就可分析出它的内在品质。

事实上，事物的外形特征便是其内在品质的外在表现。以

“红砖”为例，我们可以归纳出其内在品质：纯朴、谦逊、

无私、普通、刚毅、无求、献身、奉献、无悔等。通过外形

分析出内在品质是我们理解文章主旨的关键。  



（3）仔细品读文本，提炼所言之志。     

        一般说来，作者所描绘的事物不一定是最终所赞美的对

象，真正赞美的对象常常隐含其中。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品读

文章，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感受作者的情感脉搏，找出所

托之物与所赞美的对象之间的相似点。 



三、散文的主题和段（层）意 

        主题是作者在散文里所表现出来的对人类社会种种现象

的态度和观点，它是一篇散文形成的灵魂。无论是写景散文、

叙事散文还是咏物散文，都是作者饱蘸着淋漓酣畅的情感写

出来的。     

        把握散文的中心必须从整体上观察，如标题、文体特征、

材料、线索、语言、技法、情感等；还可从探究形象入手，

作者塑造的人物、描写的景物等，是呈现中心的最好的凭借；

还要善于抓“文眼’’和议论抒情的句子，如《荷塘月色》

中“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中的“不宁静”；《故都的秋》

中“特别清”“特别静” “特别悲凉”之类。 



        对作品主题的概括，既可以是对散文部分中心层意、

段意的概括，也可以是对整篇作品中心意思的概括。后者

主要包括：（1）对文章内容的高度概括；（2）对作者思

想观点、情感态度和写作意图的概括。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题目。 

平常的沈从文 

黄永玉 

        从一九四六年起，我同表叔沈从文开始通信，积累到

“文革”前，大约有了一两百封。可惜在“文革”时，全给

弄得没有了。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次为

他出的作品选的序言里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和我的读者都

行将老去。”那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现在20世纪90年代

了。这句伤感的预言并没有应验，他没有想到，A他的作品

和他的读者都红光满面，长生不老。  



        他的一生，是不停地“完成”的一生。他自己也说过：

“我从来没想过‘突破’，我只是‘完成’。”如果想要

在他头上加一个非常的形容词的话，他是非常非常的“平

常”。他的人格、生活、情感、欲望、工作和与人相处的

方式，都在平常的状态下运行。老子说“上善若水”，他

就像水那么平常，永远向下，向人民流动，滋养生灵，长

年累月生发出水磨石穿的力量。     

        因为平常，在困苦生活中才能结出从容的丰硕果实。  



        好些年前，日本政府部门派了三个专家来找我，说是要

向我请教。日本某张钞票上古代皇太子的画像，因为在服饰

制度上出现了疑点，所以怀疑那位皇太子不是真的皇太子。

若果真这样，那张钞票就可能要废止了。这是个大事情，问

起我，我没有这个知识。我说幸好有位研究这方面的大专家

长辈，我们可以去请教他。     

        在他的客厅里，客人请他欣赏带来的图片。  



        他仔细地翻了又翻，然后说，“……既然这位太子在长

安住过很久，人又年轻，那一定是很开心的了。青年人嘛!长

安是很繁荣的，那么买点外国服饰穿戴穿戴，在迎合新潮中

得到快乐那是有的，就好像现在的青年男女穿牛仔裤赶时髦

一样。如果皇上接见或是盛典，他是会换上正统衣服的”。

“敦煌壁画上有穿黑白直条窄裤子的青年，看得出是西域的

进口裤子。不要因为服装某些地方不统一就否定全局，要研

究那段社会历史生活、制度的‘意外’和‘偶然’。”“你

们这位皇太子是个新鲜活泼的人，在长安日子过得好，回日

本后也舍不得把长安带回的这些服饰丢掉，像我们今天的人

留恋旅游纪念品的爱好一样……”  



        问题就释然了，听说那张钞票今天还在使用。     

        客人问起他的文学生活时，他也高兴地说到正在研究服
饰的经过，并且说：“……那也是很‘文学’的!”并且哈哈
笑了起来——“我像写小说那样写它们。”     

        B这是真的，那是本很美的文学作品。     

        沈从文对待苦难的态度十分潇洒。     

        “文革”高潮时，我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忽然在东堂

子胡同迎面相遇了，他看到我，他又装着没看到我，我们擦
身而过。这一瞬间，他头都不歪地说了四个字：“要从容啊!”

他是我的亲人，是我的骨肉长辈，我们却不敢停下来叙叙别
情，交换交换痛苦；不能拉拉手，拥抱一下，痛快地哭一场。  



        “要从容啊!”这几个字包含了多少内情。好像是家乡土

地通过他的嘴巴对我们两代人的关照，叮咛，鼓励。     

        日子松点的时候，我们见了面，能在家里坐一坐喝口

水了。有一次，他说他每天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扫女厕所，

“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

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    

        又有一次，他说，开“斗争会”的时候，有人把一张

标语用糨糊刷在他的背上。斗争会完了，他揭下那张“打

倒反共文人沈从文”的标语一看，说：“C那书法太不像话

了，在我的背上贴这么蹩脚的书法，真难为情!他原应该好

好练一练的!” 



         时间过得很快，他到湖北咸宁干校去了，我也在河北磁

县劳动了三年，我们有通信。他那个地方虽然名叫双溪，有

万顷荷花，老人家身心的凄苦却是可想而知的。他来信居然

说：“D这里周围都是荷花，灿烂极了，你若来……”在双溪，

身边无任何参考，仅凭记忆，他完成了二十一万字的服装史。 

        钱钟书先生，我们同住在一个大院子里。一次在我家聊

天，他谈到表叔时说：“你别看从文这人微笑温和、文雅委

婉，他不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表叔是一个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人，他的才能智慧、人

格品质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想，是故乡山水的影响吧。 

    （本文有删改） 



请概括本文的主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答案：本文通过叙述沈从文平常而又不平常的工作、

生活，表现了他卓越的才华和从容潇洒的人生态度，表达了

作者对沈从文的尊崇和缅怀之情。 



分析散文的主题： 

1、通读全文，整体把握文章的内容。 

2、分析文章的标题。     

        标题常常能做某些交代或暗示，对解题有一定的帮助。很

多题目直接点明了主旨，是文章中心思想最精练的概括。即使

有的题目没有点明题旨，也往往是与中心意思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的，是思考的最佳切入点。 

3、分析开头和结尾。 

        不少文章的首尾往往提示或暗含中心意思，所以一定要对

首尾的语句进行重点品悟，这样往往有助于理解文章的主题。 



4、抓住中主句 

        中心句一般在段落的开头或结尾，有时也在段落中间。

散文中议论抒情的句子，往往直接反映了作者的观点态度，

抓住了这些语句，就抓住了主题。 

5、分析文章结构 

        文章安排段落、层次是为了表达主题，把各段概括出

来，便能归纳出主题。 

6、掌握答题的一般模式。      

        通过写什么内容（概括文中的事件），表现了什么

（或写出人物什么性格特点），表达了什么感情（或什么

态度，或什么思考）。 



散文阅读五步走 

1、第一步：明——明确文体，把握全貌。     

        明确散文的内容是写人叙事、写景状物，还是阐发哲

理，概括文章主要叙述了什么事情或者谈的是什么问题。     

2、第二步：圈——圈点勾画，找关键句。     

        阅读中关注特殊句段，如开头句段、结尾句段、过渡

句段、议论句段、抒情句段、反复出现的句段。 

3、第三步：标——标示段落，显露脉络。 

        综合每段所表达的意思，用简明扼要的语言总结出文

段段意，写在段后的留白处。 



4、第四步：通——通读全段，合成段意。 

        通读全段，找出概括性的语句或关键词语，分析概括

合成段意。或考虑句间关系，划分段内层次，概括各层的

意思，再合成全段的意思。 

5、第五步：理——理清思路，把握结构。 

        把握文章内容后，分析段落间的关系，划分文章的结

构层次。要重视具有前后衔接、勾连、照应作用的语言标

志；重视具有区分层次作用的标点符号，如分号、冒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