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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_E5_8A_A1_c26_236118.htm 材料议论文的写作也可以说是

说理的艺术，除了思想内容要正确，说理方式和语言的运用

还要讲究辞章，要写得有文采。古人写文章很注意文采。孔

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意思是文章如果不能用优美

的语言来表达，就不可能流传得久远。他还说过：“辞达而

已矣。”于是，有人就认为，文章写得同能达意就行了，何

必要什么文采呢。苏东坡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在《答谢民师

书》一文中说：“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

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事物了然于心者，盖千院人而

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目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

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他的意思是说，以辞达意并不容

易。要对客观事物的奥妙“了然于心”，就像捕风捉影一样

的难，如果而要“了然于目与手”，用语言文字恰当地表达

出来，就更不容易了。所以，真要做到辞能达意，文采也就

够用了。我国近代著名报刊政论家梁启超，曾以他许多“笔

锋常带感情”的政论名噪一时。他主张写文章要做到“耐驳

”和“动听”。所谓“耐驳”就是内容要正确，别人驳不倒

；“动听”就是文章要写得有文采，读者爱看，读起来人家

也爱听。这些道理，都是为了使文章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我

们写评论，也可以从中得到启迪。 一、平易近人，深人浅出 

深人浅出就是要把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平易通俗的论述结合起

来。评论主要是讲道理的，道理讲得正确，讲得深刻，使读

者从中得到启发和教益。同时，道理还要讲得明自晓畅，通



俗浅显，使读者容易理解和接受。一篇评论即使内容而好，

如果文字艰深晦涩，或者任意搬用连作者自己也不懂的同汇

，使读者莫名其妙，评论也就难以发挥作用了。有的古人写

文章以“艰深文浅陋”见称，那是不足为训的。 评论的深人

浅出不是单纯的文字技巧问题。深人是浅出的前提，评论作

者对所评论的事物和所阐述的问题有充分的研究和深刻的理

解，才能把道理讲得深刻，并且讲得通俗易懂。这里有作者

的写作态度问题，也有论述方式和语言文字的运用问题态度

平等亲和 这主要是评论作者的写作态度、思想作风问题。古

语说：文如其人。意思是说，一个人的文风和他的思想作风

是一致的。如果把自己看做高高在上的教育者，就容易在文

章中发号施令，教训读者；如果把自己和读者的关系看做是

平等的，就能用讨论问题的方式，心平气和地讲道理毛泽东

于1957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当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

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你参加革命的时间

虽然长，讲了错话，人家还是要驳。你的架子摆得越大，人

家越是不理你那一套，你的文章人家就越不爱看。他主张写

文章要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 在某些情况下，用

自己切身的经历现身说法，也要把自己摆在和读者平等的位

置，道理可以近人。著名学者周谷城生前曾在《中国科技报

》上发表过一篇题为《领导者有知识才能尊重知识》的短文

，谈到领导者要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并不像说的那么容

易。文章主要部分是这样写的： 记得上海刚解放时，复旦大

学理学院院长是卢于道博士，他是研究神经学的，他买了3条

狗，要砌个狗房子，有的同志批评他说，你这个神经学博士



也害神经病了，人的房子都没有，你还要砌狗房子！他给我

反映，我当时是教务长，也没有这个知识，只好施工后来给

校领导反映，领导和我一样也不懂这个狗呀、狗房子的有什

么作用，也是施工后来呢？狗没了，狗房子没了，博士的工

作条件和时间也没了，结果，这位博士除了他原来写的那个

博士论文是很好的专著外，以后没有见到他有什么很好的成

果了，现在想起来，假如当时我们略知动物买验的科学知识

，给他创造条件，他这门学问可能早就发挥出来了，可见，

一个领导者，要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自己也得有点知

识)做领导工作的人，如果自己没有知识，往往会对人家的学

问进步成为一个障碍。 周谷城当时是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委员

会主任，但他的文章没有摆一点领导的架子，也没有以教育

者自居，而是通过自己过去的教训，用朴实的语言讲清楚一

个道理。虽然没有批评什么单位或领导人，但有很强的针对

性 2.语言通俗平易 评论要写得深人浅出，还要注意语言的运

用。这直接关系到评论的效果，关系到能不能把评论的内容

很好地传达给读者。新闻评论要深人浅出地讲道理，它的语

言首先要平易通俗，反对艰深晦涩、故作斯文；其次要新鲜

活泼，接近群众，反对各种空话、套话和令人厌恶的八股腔 

语言的平易通俗，是为了表达深刻的思想内容，不等于内容

的肤浅和低级趣味的庸俗。真正通俗的语言，来自人民群众

的语言，是生动的、富于表现力的，也是读者喜闻乐见的。

著名政论家邹韬奋办报，写言论，一直主张“采用‘明显畅

快’的平民式文字”。他在1936年办《生活日报》时曾说：

本报的文字要力求大众化，要尽可能用日语文字来写论文和

新闻，使一切初识字半通文的妇女们、孩子们、工友们、农



夫们，都能看懂《生活日报》，才算达到了我们的目的。韬

奋自己写的评论，就有这样的特点。请看他1936年6月18日发

表于《生活日报》上的《工作的大小》一文。这篇评论针对

人们关于工作的大小和贡献大小的各种看法进行论述。开头

是这样的： 工作有没有大小的分别？就一般的观念说，工作

似乎是有大小的区别)我们很容易想到大人物做大事，寻常人

做小事)这种观念里面，也许会有个人的虚荣心的成分，虽则

没有人肯这样坦白地承认)但是有的人想要做大事，不满意于

做小事，不一定出于个人的虚荣心，也许是出于好的动机，

希望由此对于社会有较大的贡献；依他看起来，大事的贡献

较大，小事的贡献较小，因为要对社会有较大的贡献，所以

不愿做小事，只想做大事)这个动机当然是可嘉的，我们当然

希望社会上人人都有较大的贡献)于是对于能够有较大贡献于

社会的人们，特别欢迎) 那么，什么事算大，什么事算小呢？

他巧妙地用大将和小卒做比喻来加以说明： 我们如在军界做

事，就一般人看来，也许要觉得做大将是比做小卒的事大。

但是我觉得做丢尽了脸的不抵杭的大将，眼巴巴地望着民族

敌人今天把我们的民族生命割一刀，明天把我们的民族生命

刺一枪，而不能尽一点军人卫国的天职，做这样的不要脸的

大将，买在远不如做干九路军淞沪杭战时的一个小卒)在这样

的场合，一个小卒的工作对于国家民族的贡献反而大，一个

大将的贡献不但是小，而且等于零！ 他接着又设问： 如做了

真正杭敌卫国的大将，有了较大的贡献，大将的贡献是否比

小卒大呢？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军队总不能人人都

做指挥官，同样也不能都是小卒。所以，在杭战卫国的大目

标下，大将和小卒在与敌作战的军队里虽各有其机能，但是



同有贡献于国家民族是一样的，在本质上，工作的大与小，

贡献的大与小，原来就没有什么分别的。 宜于做大将的材料

，我们赞成他做大将，宜于做小卒的材料，我们也赞成他做

小卒。 从本质上看来，都没有什么大小高低之分，我们所要

问的只是他们为着什么做。 这篇评论首先说明，有的人把工

作分为大小，希望做大事多贡献，也许动机是好的。同时，

又巧妙地讽刺了那些对民族敌人不抵抗的不要脸的大将，然

后用平易通俗的语言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在统一的目标

下，各种工作只有分工的不同，而没有大小高低的区别。文

章没有讲什么空洞的大道理，语言也是来自群众的大众化的

语言，令人感到亲切而信服。 人民群众中有很多生动而表现

实际生活的语言，运用得好，可以使读者容易理解和接受我

们所讲的道理，也可以把评论写得生动活泼而富有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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