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作家的人生感悟(精选5篇)
我们得到了一些心得感悟以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感悟，这样能够给人努力向前的动力。心得感悟对于我
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感悟呢？以下是小
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感悟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
对大家有所帮助。

作家的人生感悟篇一

从古至今，写作被赋予了一个特殊的意义；太多太多的文字
热爱者被贴上了“文人墨客”的标签。

而现如今的我，作为一名文字工作者，再所难免的被贴上
了“文艺女青年”的标签。也正因为如此，在所难免的这本
《畅销作家写作全技巧》吸引了我。

在这本书中你将看到：

1.写作的根本意义究竟是什么

2.第一人称的写作技法

3.上角色活灵活现的根本方法论

4.情节的布置与起承转合的设置

5.如何呈现丰富的情感

【01】写作的意义，写作能带给我们什么？

在以前纸质媒体盛行的时代，上报纸出版是评判一个人文笔
好坏的一个表面基准点。而现如今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
自己的平台，人人都是一个拥有平台的“作家”。



要想成为一个作家，要付出诸多的努力和辛苦。就如大泽在
昌先生在书中写的那样想要成为一个作家要“要确保文字的
准确性，要坚持每日练笔，要勇于自查文稿，要勇敢放弃一
些东西。”

【02】第一人称的写法

第一人称是一种最直接的表达，想要写好第一人称的叙述内
容最本质的一个点就是要消除文字呈现上的视角混乱感。

简单来说第一人称只有一个信息入口，是平铺直述和映射之
间表达出一些重要的信息。通过作者在书中提及的视角的内
容片段我们可以总结得出想要呈现一个信息入口就必须要准
确，不能故弄玄虚，要简单直接的阐述更要通俗易懂的让大
众理解。

【03】如何塑造角色，如何编撰整理故事的情节？

角色是小说写作中必不可少的情节。

那么如何塑造角色，构建出一个形象饱满的角色呢？首先就
是要让角色和情节相辅相成，只有让角色融入了情节环境，
才能让角色的立体感更加凸显。其实就是要让角色感受情节
的跌宕起伏，让角色感受到意外情节的深刻影响。

说完角色，我们来说和角色相辅相成的情节。情节的起承转
合紧紧联系着阅读者的心。因此，搭建完整的情节我们务必
要严谨认真，其次就是要想明白究竟要呈现出怎么样的一个
文风，提供怎么样的乐趣。这一点也就恰恰应征了书本在出
版时的分类的意图。

总的来说，想要让情节丰富饱满要设置一层层的谜题，要确
定出一些关键点节点，要把整体的故事线路整合好不能跳出
大的框架，最重要的哪怕脱轨了耶不要紧，要相信总能走回



正轨。

【04】对话的魔力在哪里？

你看就是简单的一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来迟了，不
曾迎接远客。你看，通透响亮的笑声，和自信的言论就这么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让王熙凤的这个角色立刻活灵活现了起
来……

【05】小说需要“刺”？

小说需要的“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一个很难讲
的清楚的问题。这个“刺”其实说的是文字的个性，文字富
有个性，富有作者的独立特色风格才能更大程度的和读者产
生阅读的共鸣。

小说的刺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悬念”，是作者赋予读者的
一味风格属性的良药，是想告诉读者自己的文风究竟是怎么
样的。

【06】精心锤炼文字，让文字凸现情感

写东西是一项技能，而文字要想富有节奏，写的准确就要经
过千锤百练的“雕刻”。

有一句故事是这样讲的“千锤万凿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
”锤炼文字是要经过一系列的过程的，是反复读文字，是一
遍遍的纠正，是一遍又一遍的精打细算的琢磨，锤炼文字，
让文字更加精准，让文字更加拥有灵魂。

【07】挑战长篇小说

挑战长篇小说要注意的点就不是一丝一毫了，作者用了大量
的篇幅就足以证明这一关键节点的重要性。



看完作者的分享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开头要反复
重新写”。你看，我们常见的写作俗语就是“万事开头难”，
一个好的开头就能够赚足读者的眼球，在这个过程中作者浓
墨重彩的凸显了故事性，所谓的前二十页法则就是这个道理。

【08】长久发展的契机

身为一个写作者，在写作的这条道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
题，会发现各种各样的诱惑，从而让写作散发新的魔力。

作家的人生感悟篇二

读完某一作品后，大家一定都收获不少，这时就有必须要写
一篇读后感了！可能你现在毫无头绪吧，以下是小编精心整
理的优秀儿歌读后感：《蜘蛛是个小作家》，欢迎大家借鉴
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说，冷艳景老师是一位出道不久的儿歌创作新手，那就
可以说，她是一位本身有着儿歌创作天赋素养的年轻老师。
由于职业的特殊，她主动与深入熟悉儿童的行为与心理环境，
近期写出大量生动作品，表现了儿歌载体的生活童趣。20xx年
第41期《儿童诗歌》的“优秀儿歌选”栏目上，她写的一首
《蜘蛛是个小作家》能够赢得很多人的热爱关注，这是一件
不容易的事。

《蜘蛛是个小作家》是一篇写“蜘蛛”题材的儿歌，用“苍
蝇”作陪衬，写得生动细致，形象可爱，既把生活中常见的
事物表现了出来，又能别出新裁地把“苍蝇”投网之举，突
破了传统，真是厉害。

这首儿歌的全文如下：

蜘蛛是个小作家，拉出丝线写童话。



苍蝇读得入了迷，趴在上面不回家。

这篇儿歌的开首，以轻描淡写的的方式，叙述了“蜘蛛”是
如何成为一名“小作家”的：“蜘蛛是个小作家，拉出丝线
写童话”，在这里，特别喜欢“小作家”一词，有着亲和、
文雅、安静的形象。接着，“蜘蛛”的动作是“拉出丝线”，
很美，这是可以归类为“纺织”的一种劳动，暗喻了对女人
劳动神态的美化，“拉出丝线”的纺织劳动是“写童话”的
方式，又是制造童话的过程。这里比喻自然、妥帖、让人联
想，升华了生活细节中关于美的内涵。

前面两句写“蜘蛛”，后面两句就写到“苍蝇”了。用“苍
蝇”来陪衬“蜘蛛”的美，这是一种非常大胆的艺术表现手
法。“苍蝇读得入了迷，趴在上面不回家”，这里讴歌社会
正义力量的胜利，苍蝇被粘住，就好像坏人被擒，让大家拍
手称快，用比较诙谐、风趣的方式去表达坏人被擒的狼狈，
表现正义力量胜利欢庆的激动心情，让读者读得忍俊不禁。

“蜘蛛”和“苍蝇”是一对敌手，在艺术表现上，却能巧妙
地化腐朽为神奇。儿歌童趣就是要找到生活中的健康、褒贬
有度的事物元素、有助于讴歌正直、鞭挞丑恶的内心善爱的
抒发，冷艳景老师的《蜘蛛是个小作家》便是一个非常不错
的范例。

作家的人生感悟篇三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
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
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此时期虽然小说家被视为不入流，但是在文化传播慢，造
纸术印刷术都没有出现的时代，人们文化水平低的情况下，
正是这些小说家通过他们的努力来让一些普通人因为他们所



诉说的故事而学习了知识，使的当时并不被权贵士族所认可
的文化得以流传。

想要成为一个好的小说家一名作家，并不是你写了一些文章
就可以的。《畅销作家写作全技巧》由日本推理小说家大泽
在昌所开办的一系列“小说课堂”讲座内容汇集精选而成。
该讲座针对从日本选拔出的十二位青年写作者，以“大师开
办私塾”的形式，旨在传授作者三十余年写作生涯中的创作
经验和写作心得。

大泽在昌用鲜活的案例，幽默犀利的点评全方位分解了小说
创作中故事结构、角色塑造、首尾布局、文字描写、对话技
巧、叙述风格等具体问题；结合学生与老师的问答、作者与
编辑的交流等环节，真实解密了优秀小说家的构思方式和创
作脉络。

第一部分通过讲座的方式根据不同的作品风格进行点评来讲
解写作的技巧，第一课让大家知道了成为一个作家需要做到
的事不是随便写写画画就可以的，写出文章是为了读者阅读，
在文章和读者见面之前要确保文字的正确性，写完要自己重
读原稿避免一些明显的错误，不管生活多么忙乱要坚持每日
练笔，通过日积月累的写作让自己的思维变得灵活，使所想
所写更好融入作品，当作品实在没有办法继续完成要学会勇
敢放弃，有时候放弃了才能有更好的开始。

每个人写作时候的视角并不相同在《畅销作家写作全技巧》
里主要介绍了第一人称的写法，消除视角的混乱，通过第一
视角来加强读者的印象。第一人称写作时候注意人物的性格
特征年龄的大小，不同性格和不同时期人的心理状态都是不
一样的，对话是第一人称不可或缺的但是要避免流水账一样
的对话。还要符合正常的生活状态，哪怕读者代入到主人公
的视角也不会有违和的感觉。

比如男女的搭配、警察坏人，给出一个理由让角色可以无缝



登场。人不会一成不变所以文中的角色也不会永远一样，让
主人公成为一个会成长会变化，哪怕偶尔会有一些无伤大雅
的恶趣味也是好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让故事发展与角色结
合起来。

一个小说的故事情节决定了书的走向和各个角色的特点。要
想清楚自己想为读者提供怎样的乐趣，只要确定了关键更加
充实，回到关键点是的振幅就会增大，从而为故事增添更多
的趣味。

众口难调每个读者喜欢的想要的都不一样这时候小说需
要“刺”，在读者的心理激起涟漪，通过这一丝的涟漪而让
读者引起共鸣。如果使用不当就会适得其反。

除了好的故事鲜明的角色还要有锤炼文字和精心描写，让文
字富有节奏句与句的衔接顺畅，读者的意识就不会中断。通
过准确的文字精准的措辞，把所要表达的“场所”“人
物”“氛围”完美的演绎出来。

作家的人生感悟篇四

“小说的技巧”这一话题，赞同莫里亚克的观点，可以简略
概括为：每一位小说家都应该创造出自己的技巧，每一部名
副其实的小说都拥有自身的法则……巴尔扎克创造了“巴尔
扎克式”的小说，而这些小说的风格只适合巴尔扎克本
人。“一个小说家会自发地创造出符合自身禀性的技巧。”

对自己不满，想要一遍遍重写。福克纳的鼓舞人心从不让人
失望，“我们都没有能使自己与我们的尽善尽美之梦相称起
来，因而我对我们的评价是以我们做不可能之事所获得的辉
煌的失败为基础的。在我看来，如果我能把我的所有作品再
写上一遍，我坚信我会做得更好一些，这对一名艺术家来说
是最健康的条件。他之所以不断工作，再次尝试，其原因也
就在此；他相信，每一次和这一次他将做成此事，圆满完成。



当然他是不会圆满完成的，而恰恰是这种条件是健康的原因。
他一旦圆满完成了，他一旦使作品与意象、与梦想相匹敌，
那就只有切断他的喉管，从那经过加工的尽善尽美的尖塔的
另一侧跳下去自杀，除此之外也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
（当然，他的话听听就好，不必太当真。）

写作的快乐与不快乐，看了这么多访谈，只有卡达莱的回答
较贴近我自己的感觉：“写作是一份既不快乐也不悲伤的职
业——介于两者之间吧。这几乎是第二次生命。我写得顺手
时总担心可能会不够好。你需要稳定的幽默，快乐或者不快
乐都对文学有害。当你感到快乐时，你会变得轻松、轻浮；
当你不快乐时，你的视觉会变的混乱。”

作家创作巅峰期的年龄，奥登的回答：“有些诗人，像华兹
华斯，他很早就才思枯竭了。有些人，比如叶芝，到垂暮之
年才写出了他们最好的作品。世事难料，衰老的确是个问题。
但你必须接受它，无须大惊小怪。”

至为明晰地揭示、体现和表达出隐于其中的思想，而不应仅
仅是些缥缈的余音，起初魅惑了我们，随即风飘云散，消逝
成为无关痛痒的回音。”

日记。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当我写完一部小说，我倾向
于认为这次的写作经历大体还是愉快且充满挑战性的。但实
际上这次的经历是多面性的：我的确曾经受到间歇性沮丧、
倦怠和消沉的折磨……我们会对经年累月总是浮现出来的令
人吃惊的形态感到着迷……不写小说的时候，我借助（日记
中的）声音来思考或谋划。”

工作时间。有的作家每天工作固定的小时，有的则要求自己
完成一定的工作量。2个小时是最少的，仍然觉得非常疲惫。
我自己在调整多次后，较为合适的是起床后2个小时内打理完
生活琐事，之后坐在书桌前，以工作三小时休息两个小时为
循环，一直循环到晚上11点。重点是如何忍受无法工作时的



痛苦。

作家的人生感悟篇五

《家》的主人公为觉新、觉民、觉慧、鸣凤。在我的映象中，
有一节是专门写觉新的。觉新是淑华的大哥，自母亲去世后，
十九岁的他便大步地走进社会了。承担了这整个家的生活与
经济。在和平的、爱的表面下，他看见了仇恨和斗争，而且
他自己也就成了人们攻击的目标。当然为了这个家，他也放
弃了去德国留学、上海或北方的美丽梦想，始他在痛苦中去
上工作，去结亲，去流泪。而鸣凤也算得上是一位值得欣赏
的人，她虽然是一个婢女，但她却坚持爱着三少爷觉慧，并
在嫁给其他人时，不能和自己的心爱的人在一起，重选择投
湖自杀。觉慧是一个负有爱心的，但却满脑子有许多思想，
在过节时，人拿炮炸表演人时，其他人觉得很好玩，而觉慧
很同情地说：“我觉得他们太可怜了。”而看着自己心爱的
人被别人骂，自己却什么也不能做，开始想：“要是她(鸣
凤)外于琴姐那样的环境呢?”

我印象最深的是觉慧与鸣凤。觉慧的周围是无边的黑暗，但
他并不孤独，他有着独特的民主思想，这样思想不断的延伸
到周围，值得我学习的是他喜欢读书读报，没事就写稿投稿，
来假造新的思想。鸣凤是一个很也爱，信念坚定的人，她虽
然没有文化，但她和觉慧都有独立的思想，更让我佩服的是
她虽然没有文化但是非常好学，很聪明。

不要以封建思想来考虑家庭与孩子的问题，这样会使社会腐
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