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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后一语言单位的删除是否影响到信息的成功传输，如果不影响，即可判定为羡余信息。这就

为文章的缩写提供了可能性。语言的羡余信息具有容忍度，容忍度是指“语言使用人运用、控制语

义性冗余信息时所掌握的分寸。”［３］根据语言出现的语境、语体等的不同，可将羡余信息的容忍度

分为三种情况（钱冠连，１９８６）：容忍度为零；容忍度大于零，但其值还小；容忍度很大。文学作品为
增强艺术表现力，常采用描述、强调、反复等表现手法，是出现羡余信息较多的场合。信息按主次程

度可分为主要信息、次要信息、剩余（羡余）信息（太平武，２００３）。主要信息关乎文章要旨，次要信
息对主要信息起辅助、补充作用，而剩余信息未提供任何新的信息，主要起重复、强调等作用。新

ＨＳＫ六级缩写体裁主要为记叙文，多使用描述性语言，以此来强化所表达的感情，使语言更加饱满
丰富，因此，次要和羡余信息出现较为频繁，可成为删除的对象。羡余理论为文章的缩写提供了理

论依据和可行性。

缩写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涉及文章内容的理解，大意的概括和提炼，主要信息的鉴别和保留，同

时也涉及语篇的衔接和连贯，句式的转换，句序的调整，以及字词句的缩减和同义替换等，是一种综

合应用技能的体现。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从文意的概括提炼和书面表达的角度，总结缩写中存在的

常见偏误，并从句子、语段、语篇三个层面入手，探讨缩写对策。所存在偏误主要来自笔者收集的新

ＨＳＫ六级缩写作文１００篇。

ＨＳＫ ４

（一）遗漏主要信息

记叙文故事性较强，情节要求具有连贯性。记叙文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

六要素对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至关重要，是保持事件的逻辑性的重要条件，承载的是主要信息，不

可或缺，但常被考生忽略。如：

１
２
例（１）中“这次有效了”与“但是没有等她回答”之间显然缺乏连贯，有“问”才有“答”，因此，

“药剂师问她想要什么”是必不可少的语篇成分。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可能是学生认为转折关系

中，转折词后的部分是语义重心，因此转折词前的部分可以省略。例（２）中全文前后存在对比，“张
良”年轻时很普通，但后来成为有名的人，如果不交代清楚“年轻时”这个时间限制成分，会造成张

良一生都很普通的误解，与文意不符。

（二）保留次要和羡余信息

缩写在尊重原文大意的基础上，重提炼和概括。要把具体内容和细节的描写变为概括性的话

语，只需保留主要信息和关键词语即可，对次要和羡余信息可做适当的合并或删除。考生易将主次

信息相混淆，如：

３ １００
“父亲和我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是这段文字传达的主要信息，而“近二十年间我们的话不超

过１００句”是“关系恶化”的具体表现，属次要信息。缩写时，只需保留主要信息。
缩写原文中常出现人物对话，可采用转述的方式对对话中的主要信息进行概括，不必重复所有

内容，而考生常将对话的细节一并带入。如：

４

“她爱看电视，就让她看；她想吃什么，就给她买”是通过列举的方式对主要观点“不会像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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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管着孩子”进行说明，属次要信息，可省略。因此这段话可转述为“女儿回答说，等她做了妈妈，

不会像我一样管着孩子。”

再如：

５

这段文字的主要信息是“很多人帮司机解决问题，但没找到合适的办法”，“这也不行，那也不

行”与“没找到合适的办法”传递的是同一信息，并没有增加新信息，只对主要信息起到重复和强调

作用，属羡余信息，可删除。

修饰性成分可省略，但考生常保留。如：

６
７
例（６）“身强力壮的”是“年轻人”的定语，例（７）“很慢地几乎是一字一顿地”做了状语，修饰

“说”，都属修饰性成分，删去后语义依然具有完整性。

相比遗漏主要信息，保留次要和羡余信息的偏误更为常见。这说明考生对主干情节和必要成

分的把握相对较好，而在次要和羡余信息的鉴别上存在一定的困难。

（三）衔接偏误

１．回指不当
（１）重复使用名词
某一人物在首次引进后，下文中（一般在同一段落中）再次出现时，在不引起歧义的情况下，常

使用回指的形式。陈平（１９８７）指出，汉语的回指主要有零形回指、代词回指、名词回指三类。新
ＨＳＫ六级缩写多为记叙文，涉及人物一般较少，人物关系较为简单，因此，回指以代词为主要形式。
考生常在应使用人称代词进行回指的地方仍旧使用同形名词，造成重复。如：

８

“老医生”是首次引进语篇，其前使用了无定成分“一位”来表明新信息的身份。但“那位老医

生”中，“老医生”不是首次出现，为避免重复，可用人称代词“他”来替代，并且在具体语境中，替代

后不会造成指代不明。

（２）重复使用人称代词
在一个语段中，主语所指相同时，可采用零形回指的形式。如：

９

最后一句中的主语“他”与“很体面”、“听到她弟弟可怜的事儿”的主语是一致的，都指代“药

剂师的弟弟”，为保持语篇连贯，最后一句中的“他”应省略。

２．误用人称代词
使用回指词，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不能造成歧义。如果人物更换频繁，又使用同一个人称代词进

行回指，容易产生歧义，需要使用一定的方式消除。缩写有字数限制，考生为了保证字数，常在不该

使用人称代词的地方误用，造成指代不明。如：

１０

“但是他很老”的主语“他”（指代“老人”）与前一句“他当时又生气又奇怪”的主语“他”（指代

“张良”）重叠，从而造成指代不明，应将“但是他很老”中的“他”改为“老人”。

·４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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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文章是一个完整的语篇，语篇又由一个个语段组成。语篇有它表达的中心意思，每个语段

也有它表达的中心语义。语段在整个语篇中可以起到次话题的作用。人脑短时记忆的特征和语段

所承担的次话题的身份决定了，在语段中第一次出现的人物，虽然前文已提及，但当再次出现时，为

了保证语义清晰，不产生歧义，同时使读者易于找回其先行词，不适合用代词回指，更适合直接使用

同形名词，以减轻记忆负担。但为了节省字数，考生常误用了人称代词。如：

１１
上文已提到“母亲”，但在这一语段中，“母亲”是第一次出现。在“他以为她刁难自己”中，这

一语段第一次引进了“母亲”，而“母亲”又成为下一句“亲身搬起砖来”的话题。作为这一语段中

第一次出现的人物，为了易于找回，应将“他以为她刁难自己”中的“她”改为“母亲”。

３．必要衔接手段的缺失
汉语重意合，但句与句之间的语义关系有时不止一种，如果缺少必要的衔接手段，特殊语境下

的语义关系就不能得以凸显。因此，衔接手段的使用使得语句间的语义关系更加清晰明朗。缩写

对具有细节性的事件做粗线条的概括，对原文进行适当的压缩和删减。删减后，句与句或段与段之

间很可能缺乏直接的联系，因此需要特别注意衔接问题。考生常常忘记在事件与事件的衔接处做

必要的点明，这在关联词语的使用上表现尤为明显。如：

１２
１３
例（１２）中，“谁都知道法律是最没意思的课，普通人都不愿意选这门课”与“选了后只好去上

课”之间存在转折关系，转折连词“但”能够使这一语义关系得以凸显，语篇也更为连贯。例（１３）前
后分句间存在因果关系，“他只有一只手”表因，“他很生气”表果，因果连词“因为”使两句间的语

义关系更加清晰。

４．有定、无定形式的误用
首次被引进语篇的人或物，最常见的是以不定指形式出现。作为首次出现的新信息，常在其前

使用无定成分来表明其新信息的身份。当这一名词再次出现时，可选择以定指的形式来显示其旧

信息的身份。考生常在首次出现的名词前误用了有定成分，造成信息的新旧身份混乱。如：

１４
汉语句子常规信息结构是由旧信息到新信息，有定成分属旧信息，位于话题位置，无定成分属

新信息，位于述题位置。从信息结构的角度看，“教授”在语篇中首次出现，属新信息，位于述题位

置。单用“教授”可表有定，因此需要加上无定成分“一位”，使之变为无定，从而符合新信息的身

份。

（四）句式转换不当

缩写是在理解文意的基础上对文章进行压缩。这种压缩既有语篇层面的，如删去某些不必要

的语段；也有句内层面的，如对句式进行改变；还有词语层面的，如春季、夏季、秋季、冬季缩写成四

季。作为句内层面的压缩，在保证语义清晰连贯的基础上，可进行不同句式间的转换，考生常因未

能熟练掌握常用句式以及句式间的转换而造成缩写不当。如：

１５
组成这一语段的三句话都由结构相同的把字句构成，主语都是“父亲”，动词“放”的处所“大

锅”也都相同，因此可以将三句合并为一句“父亲把胡萝卜、鸡蛋、咖啡豆分别放进三个一样的锅

里。”

（五）未调整句序

１６
·５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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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缩写并无失误，但缩写需要减少字数，如果能将句序调整为“因为他看病仔细，所以找他

看病的人越来越多”，字数会减少很多，缩写的效果也会更好。

ＨＳＫ

以上偏误既涉及句子，也涉及语段和语篇，有时是三者的结合。作为缩写，最终呈现出的是一

整个语篇，但在训练时，可由句子到语段再到语篇，由小及大，由浅入深，逐层推进。

（一）句子缩写

主语是执行行为或动作的主体，对应事件中的人物；谓语用来说明或陈述主语，对应事件本身；

宾语是动作行为支配的对象，也与事件中的人物相对应。三者是句子的必要成分，同时也是构成情

节发展必不可少的主干，缩写时一般不能省略，可通过找句子主干的方式加强练习。从考生缩写情

况来看，主谓宾成分的确定和保留一般不存在问题，问题较多地存在于定状补成分上。传统语法认

为，主谓宾为句子的主要成分，定状补三者属于句子的附加成分，因此大多数ＨＳＫ辅导教材一般会
介绍，定状补成分在缩写时可省略。这种介绍过于笼统，没有对定状补成分进行内部分类，每一类

在缩写时情况并不相同。

１．定语的缩写
定语根据与中心语之间的意义关系，可分描写和限制两大类。描写性定语又称修饰性定语，其

功用不在于与其他同类事物相区别，而在于使它所修饰的中心语更加形象生动，因此所承载的是次

要信息，缩写时可省略，省去后既不会影响句子结构，也不会影响所修饰中心语的核心语义。如

“母亲递给乞丐一条雪白的毛巾。”“冷冰冰的气氛渐渐地变得融洽。”“雪白的”和“冷冰冰的”都属

描写性定语，删除后对整个句子的中心语义并无影响。而限制性定语最核心的功能在于将某事物

与其他同类事物相区别，一般不能省略，省略后会造成表意混乱或不清。如“我这个星期不能去上

班了。”“留学生很喜欢李白的诗。”“这个”对不能上班的具体时间进行了限制，“李白”对留学生喜

欢的“诗”的所属进行了限制。这些限制使中心语外延缩小，语义表达清晰明确。

但是，在有特殊对比或强调的情况下，描写性定语也不可省略。如“我有一个大大的房间，她

只有一个小小的房间。”“大大的”和“小小的”都是描写性定语，删去后不会影响各自所在句子的中

心语义，但由于这两句处于对比语境中，所要对比的不是有没有房间，而是房间的大小，删除定语

后，对比含义会消失。

２．状语的缩写
状语也可分描写和限制两大类。描写性状语用以描写动作行为的方式或状态，对中心语起到

修饰作用，承载次要信息，省去后并不影响核心语义的表达。如“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人。”“她

听见爸爸用绝望的口气，轻轻地对泪痕满面的母亲叹道：‘现在只有奇迹才能救得了他。’”“目不转

睛”是“盯”的状态，“用绝望的口气”是“叹道”的具体方式，“轻轻地”是对“叹道”这一行为的描写。

以上状语都起修饰作用，省去后不影响事件表述的完整性。限制性状语用以对动作行为或变化的

时间、处所、范围、对象等进行限制，一般对应事件中的时间、地点、人物等核心要素，省去后，会使事

件表达的完整性和清晰度受到直接影响。因此，限制性状语承载的是主要信息，不可省略。如“咱

们周六上午十点在学校大门口见吧。”“我对他感到十分满意。”“周六上午十点”和“学校大门口”

分别对“见”的时间和处所进行了限制，“对他”对“满意”的对象进行了限制，省略后会影响事件的

完整表达。

３．补语的缩写
·６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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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语对谓语起补充说明作用，不同类型的补语对谓语所起的功能不同，缩写时也不能一概而

论。程度补语中表程度高的一类，如“很”、“极”、“死”、“不得了”、“万分”等，不含比较义，只是单

纯表程度深，缩写时可删去，但同时根据语义的需要，要在谓语前加程度副词“很”、“非常”、“十

分”等，才能实现语义对等。如“听到这个消息，他急得不得了。”“演出让每个人都激动万分。”可分

别缩写为“听到这个消息，他非常急。”“演出让每个人都很激动。”这种改动对于字数的减少意义不

大，但某种程度上可减轻记忆负担。程度补语中表程度较轻的一类，如“一些”、“一点”等，含有比

较义，即与之前相比，述语所代表的动作行为或状态在程度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就与表义的精

准直接相关，如果删去，会造成语义的不完整或偏差，缩写时不能省略。如“我的病好一些了。”删

去程度补语后变为“我的病好了”。“病好了”指痊愈了，而“一些”指明了“病”恢复的具体程度，不

可删除。结果补语与事件中的结果直接对应，缩写时不可省去。如“他在战争中不幸被敌人打死

了。”补语“死”是“打”的结果，“打”不等于“打死”，为保证语义不变，补语“死”需保留。趋向补语

表事物运动的方向，实际上也可以看做一种结果，只不过是动作行为在方向上的结果。由于也涉及

事件的结果，缩写时不能省略。如“他试着往外逃，但最终没能逃出去。”趋向补语“出去”是动词

“逃”所代表动作的运动方向，可看做“逃”在方向上的结果，与整个事件的结果直接相关。可能补

语表可能性，不能省略。如“这么多号码我记不住。”“记”不等于“记不住”，省略可能补语后，语义

完全不同。数量补语分为时量和动量两类，时量补语表示动作或活动持续的时间，动量补语表示动

作或活动发生的次数，两者都与事件直接相关，都不宜省略。如“他在北京住了六年。”“他往办公

室跑了五趟。”时量补语“六年”表“住”的持续时间，动量补语“五趟”表动作“跑”发生的次数，如省

去，事件的表述会变得不完整。状态补语表动作或性状呈现出来的状态，最重要的功能是对述语的

状态进行描述。其缩写具体来说可分以下两种情况。如果述语是由形容词性成分承担，一般可省

略，但同时需要在形容词前加程度副词“很”、“非常”等。如“今天热得让人喘不过气。”“他这段时

间忙得连吃饭都快顾不上了。”两句可分别缩写为“今天非常热”、“他这段时间很忙”。如果述语是

由动词性成分承担，这种状态补语与动作行为直接相关，不宜省略。如“他的汉语说得很流畅。”

“秋风吹得道路两旁的树沙沙作响。”中的状态补语“很流畅”、“道路两旁的树沙沙作响”不能删

除。

句子是构成语段的单位，句子的缩写是语段缩写的基础。但是，缩写最终要落实到整个语篇

上，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句子的缩写应结合语篇的内容要求，有时还要为了叙事的安排和详略，调

整结构或语序，这就是更高层次的要求了。因此，句子的缩写更应该当做一种练习方式，可在刚接

触缩写时，出于打基础的目的进行。

（二）语段缩写

语段和语篇是两个概念，语段“主要研究句子与句子的组合规律”［５］，语篇除了研究句与句的

组合规律外，“还研究语段与语段之间、段落与段落之间的组合规律。”［６］两者虽不相同，但关系密

切，衔接和连贯是所要解决的共同问题。语段是句子和语篇的中间环节，为句子向语篇的过渡打基

础。语段的缩写可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１．删除次要和羡余信息，保留主要信息
１７

“他是很好的男人”是这一语段传达的主要信息，而“大度，细心，体贴，符合她所欣赏的所有的

优秀男人应该具有的特性”都是对“很好的男人”的具体描写，属次要信息，可删去。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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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鱼缸原本是……便成了积压货”对主要信息“库存的一万只鱼缸”进行了补充说明，是次

要信息，删除后不影响叙事的完整性。

２．将语段缩写为句子
缩写需要掌握文章的主旨大意，具体到每一个语段，也需要具有提炼中心语义的能力。一个语

段一般有一个中心语义，缩写时只需将这一中心语义表达清楚即可。作为记述文，这一中心语义往

往代表一个具体的事件，事件由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本身等因素构成，抓住这些构成要素，便可叙

述清这一事件。我们可将这些构成要素放在一个句子里完成。如：

１９

这一语段所讲述的核心事件是小王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时间是“不久后的一天”，地点是

“池塘边”。以上要素可压缩在同一个句子中，将“不久后的一天”和“池塘边”分别降级为句子的

时间状语和地点状语，即“不久后的一天，小王在池塘边旅游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我们统计了历年新ＨＳＫ六级缩写真题，发现一个较为普遍的特点，结尾部分是通过上文的叙
述得出的哲理性评论。哲理可用简短的话语抽象概括，因此缩写时，对哲理进行展开说明的部分可

以省略。如：

２０

结合前文内容，此处所要阐明的道理已经明确在原文中指出，即“事实上，奇迹的产生并非是

偶然的，奇迹缘于创造，缘于细心的观察与发现。”“生活中……却又无可奈何”是提出一种现象，目

的在于引出下文要阐述的道理；“许多时候……丰富的想象力而已”是对“奇迹缘于创造”的扩展说

明。两者都属于次要信息，可删除。缩写时，只需抓住核心，保留所阐明的道理即可。

有时，将语段缩写为句子，可进行不同句式间的转换。

２１

前两个句子的主语都是“她”，“翻出一只玻璃果酱瓶子”是“走到自己的卧室”的目的，可将这

两个主谓宾句合并为一个连动句“她走到自己的卧室翻出一只瓶子”。后两句的主语也是“她”，

“仔细地数起来”是“把里面所有的零钱都倒出来”的目的，可将这两个主谓宾句合并为一个连动句

“她把零钱倒出来数。”合并出来的两个连动句共享一个主语“她”，因此还可再次合并为“她走到自

己的卧室翻出一只瓶子，把零钱倒出来数。”

（三）语篇缩写

句与句之间的衔接连贯是语段和语篇需共同解决的问题。除此之外，语篇还要解决语段与语

段、段落与段落之间的衔接连贯问题。体现在缩写中，主要关系到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以及前因后

果的逻辑性，叙事的完整性等。一般来说，把握住记叙文的六要素，便掌握了事件的主要情节。

“在这六个要素中，‘时间、地点、人物’通常用词汇来表达，而‘起因、经过、结果’通常要用比词语法

单位级别更高的语言单位来表述，也就是说用词组或句子来表达。”［７］在缩写中，六要素的表现不

太一样。时间、地点、人物较易把握，更适合直接摘录。而起因、经过、结果由于是由词组、句子甚至

语段组成，需要压缩，具有一定的难度。笔者统计了韩国学生的５０篇缩写作文，其中时间、地点、主
要人物在缩写中较为完备［８］，并且基本采用原文词语，较少出现更改。这一方面与学生懂得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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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为记叙文必备要素有关，另一方面与这些要素在文章中常以词或简短的词组形式出现，便于记忆

有关。徐赳赳（１９９６）认为，叙述文可分为“记人为主”和“叙事为主”两类，“记人为主”以某个或某
些人为主，贯穿始终。而“叙事为主”的人物往往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会随着情节的发展出现不同

人物。考察历年新ＨＳＫ六级缩写会发现，绝大部分文章以“记人为主”，这就决定了人物不会太复
杂，记忆负担不会太重。

缩写出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上。缩写保留主要信息，删除次要和羡余

信息，有些句子甚至段落会被删除，这就可能会造成句与句之间、段与段之间的断裂，需要在保证文

意连贯的基础上，使用必要的手段将保留的部分衔接起来。如：

２２

２０

以上主要讲述了一个只有一只手的乞丐向母亲乞讨，母亲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乞丐，一只手也能

干活，乞丐因此受到鼓舞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原文中分成了六个段落，有细节描写，有人物对话，但

缩写时，只需抓住主干，将故事情节交代清楚即可。以上部分可合并为一个段落：

２０

以上缩写删除了细节，将人物对话变为转述，并使用了关联词语将主干情节衔接起来，既保证

了字数，又保证了语篇的连贯。

语篇层面的缩写需要加强衔接词语，尤其是关联词语的练习，以保证前后文的连贯性。此外，

在谋篇布局上，还需考虑详略主次的安排是否得当。仍以上面的例子为例。第一段中“他的右手

连同整条手臂都断掉了，空空的衣袖晃荡着，让人看了很难受”是对“乞丐”“只有一只手”的具体描

述，可删除。“乞丐怔住了，他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母亲，尖突的喉结像一枚橄榄上下滑动两下”是

“乞丐”受到鼓舞时的具体表现，“终于俯下身子，用他唯一的一只手搬起砖来”是“乞丐”受到鼓舞

后的具体行动，缩写时，只需保留具体行动便能保证故事情节的完整。“他整整搬了两个小时，才

把砖搬完”是母亲给他２０元钱的原因，是故事的主干情节，而“（他）累得气喘如牛，脸上有很多灰
尘，几绺乱发被汗水濡湿了，斜贴在额头上”并非母亲给他钱的原因，属于细节描写，无关主要情节

的发展，可删除。

这个例子提示我们，详略的安排与故事情节的轻重直接相关。主干情节传递主要信息，关乎叙

事的清晰和完整，应保留；非主干情节以及细节描写、补充说明、重复强调的部分属于次要或羡余信

息，不影响叙事的清晰和完整，可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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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普遍具有羡余性，羡余成分的存在为文章的缩写提供了可能性。信息按主次程度可分为

主要、次要、羡余三类，次要和羡余信息并未增加新的信息，其功能在于对主要信息进行补充说明或

重复强调。新ＨＳＫ六级缩写主要为记叙文，多使用描述、强调、反复等表现手法，必然存在次要和
羡余成分。缩写时，只需保留主要信息，次要和羡余信息可省略。

新ＨＳＫ六级缩写要求考生具有一定的语言组织和提炼、衔接和连贯能力。从文意的概括提炼
和书面表达的角度考察，常见的缩写偏误主要表现在遗漏主要信息、保留次要和羡余信息、衔接、句

式转换、句序调整等方面。以上偏误主要集中在句子、语段、语篇三个层面。句子是语段的构件，语

段又是语篇的构件，三者构成逐层递进的关系。在缩写训练中，三者可逐层推进，先从句子入手，扩

至语段，但最终的落脚点一定是语篇。

注释：

［１］徐赳赳、张丽娟：《文章缩写的互文分析》，《语言科学》，２０１０第２期，第１２５页。
［２］钱冠连：《语言冗余信息的容忍度》，《现代外语》，１９８６年第３期，第１页。
［３］同上。
［４］该部分的例子均出自学生的缩写作文，括号处为笔者补出的内容。
［５］吕文华：《语段教学内容的选择和分布》，《语言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１６页。
［６］同上。
［７］徐赳赳、张丽娟：《文章缩写的互文分析》，《语言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１２６页。
［８］时间、地点、主要人物三者在学生缩写中出现的情况又存在一定差别。在所统计的５０篇缩写作文中，主要人

物出现的频率最高。时间的出现率次之，这很可能因为时间与事件发展的顺序密切相关，学生在回忆事件进

展顺序时，必然想到时间。此外，在记叙文中，时间的变更往往占据语段开头的部位，成为语段开始的标志，便

于记忆。地点在三者中出现频率较低。空间与事件逻辑顺序的关系没有时间与事件逻辑顺序那样密切，因此

学生在对地点词语进行记忆和提取时，没有时间词语那样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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