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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修饰、润色、加工过的富于美感的书面语言。孔子曰：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所以，诸葛亮的《前出师表》、

李斯的《谏逐客书》等应用文，至今仍充满生命力。那么，

现代应用文在日益强调其规范的同时，还需不需要文采，需

要哪些方面的文采？我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认

为，现代应用文强调规范化，不是削弱它的文采，而是恰恰

相反，要强化它的文采。只有具备文采的现代应用文，才能

既实用，又流传永久。 现代应用文文采美的内涵丰富，主要

是： 一、简洁美。简洁，就是用最简短的文字，表达丰富、

确切的内容，言简意赅。赵翼说：“言简意深，一语胜人千

百。”(《瓯北诗话》)历代写作学家都很重视语言的简洁、

洗炼、精美。刘知几说：“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优美者也

。”(《史通叙事》)李渔说：“意则期多，字唯求少。”(《

闲情偶寄》)鲁迅曾主张：“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

去。”(《答北斗杂志社问》)老舍先生也一再强调：“世界

上最好的著作差不多也就是文字清浅简炼的著作。”(《论怎

样学习语言》) 简洁并不等于单调浅陋，也不是随意的省略，

它是智慧的结晶，是提炼洗选的结果，是“豪华落尽见真谛

”(穆青语)的境界。应用文写作以高效、迅速地传递信息、

处理公务为己任，以反映公务活动为特定的内容，以取得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目的，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实用性，故

语言的高度简洁、准确和精美，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财政



学的观点来说，财政的钱只能一个顶一个用⋯⋯决不能把拨

给张三的钱交给李四支配，反之亦同。信贷资金则不同，张

三把一笔钱存入银行，⋯⋯，银行把这笔资金贷给李四，李

四就取得了对这笔资金的支配权；李四归还贷款后，银行又

可以把这笔资金的支配权交给第三者，如此等等。”(《中国

金融：信用是扩大积累的有力杠杆》) 在此，作者用简洁、通

俗的语言准确地解释了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的区别。要想使

现代应用文的语言深得简洁美之妙，一要用词准确，二要注

意选取有生命力的语词，三要运用恰当的修辞手法，四要重

视文章的反复修改。“能改则瑕可为瑜，瓦砾可为朱玉”。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篇无累句，句无累字”，言简而

意赅，文约美谥。 二、朴实美。就是现代应用文语言的自然

美、本色美，即选用那些质朴无华的语言，不加雕琢的表现

出事物固有天成的原貌，以达到“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

字见新，朴字见色”(沈德潜《说诗碎语》)的美学效果。朴

实之美历来倍受人们的推崇：庄子认为文章“素朴而天下莫

能与之争美”。薛贾也强调，文章的语言“宁拙毋巧，宁精

毋弱，宁僻毋俗”。(《一瓢诗话》)鲁迅先生一贯主张作文

必须“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南腔北调集

作文秘诀》) 现代应用文的实用性，决定了它的语言必须具有

真理般的自然质朴，浑然天成。如国家旅游局《关于进一步

发展假日旅游的若干意见》中的这段文字：“由于供给不足

以及对出现的新情况估计不够，应对措施跟不上等原因，假

日旅游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民航、铁路、公路运力相对不足

，旅游出行受到制约；重点景区旅游者爆满，景区、景点容

量和配套设施严重不足；许多地方中低档旅游住宿设施短缺



，致使一些旅游者露宿街头；一些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旅游

服务质量不高、哄抬价格、欺客宰客等问题。” 这段文字充

分体现了现代应用文自然平淡本色的朴实美，没有华丽的词

藻，也没有浓郁的抒情，而是用实实在在的语言，直接了当

地把今年“五一”假日旅游“黄金周”出现的问题确确实实

地反映出来，给人的印象十分鲜明、深刻。 相反，一些过分

的修饰和渲染，倒是现代应用文写作的大忌。如一份秘书专

业函授学员的学习总结这样写道： “金秋送爽的十月，正是

瓜果成熟和收获的季节。苹果是那么红，葡萄像水晶，好一

派欣欣向荣的丰收景象!在这丰收的季节，我们秘书专业一年

的学习胜利结束，也获得了丰收。我们带着丰收的喜悦，遥

谢春城里的教师，真是‘丰收果里有你的甘甜，也有我的甘

甜’。静思我们学习中有哪些收获，还存在着哪些不足，该

是认真总结的时候了!” 这种过多的抒情、描写以及不恰当的

引用，给人以华而不实之感，当然也就不美。 三、流畅美。

流畅，作为一种美学风格，一向为写作理论家所称道。古人

就认为，好的文章应“圆美流转”，指的就是流畅美。我认

为，现代应用文的流畅美，主要是指“文气的畅达”(曹丕《

典论论文》)。要想使现代应用文的语言富于流畅美，关键是

意脉的贯通。“气有不顺处，须疏之使顺；机有不圆处，须

炼之使圆；血脉有不贯处，须融之使贯”。(唐彪《读书作文

谱卷五》)因此，一是要注意现代应用文的气势贯通；二是要

注意现代应用文的逻辑贯通；三是要有意识地加强音节与音

节间的配和，使之具有节奏美和音韵美。使现代应用文的语

言整齐而不呆板，错落而不杂乱，错落有致，音韵和谐。如

国家旅局《关于进一步发展假日旅游的若干意见》的开头段



：“去年，国务院决定增加法定休假日，加上调整的两个双

休日，形成了春节、‘五一’、‘十一’三个假日旅游‘黄

金周’，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旅游热情，国内旅游空前

火爆，特别是今年‘五一’放假期间旅游人数创历史最高记

录。‘黄金周’假日旅游推动了我国旅游业以及铁道、交通

、民航、城市出租汽车和餐饮、商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有

力地拉动了内需，增加了财政收入；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旅游

需要，丰富了节日生活，对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普遍欢迎；繁荣了地

方经济，促进了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的转化以及一些地区特

色经济的形成。各级地方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假

日旅游工作，进行了精心的组织和安排，假日旅游秩序正常

，未发生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和治安事件”。 这段文字，作者

在不少地方应用了字数相当、结构相同、词性相对、平仄相

谐的偶句，读来语气流畅，给人美感。 四、生动美。长期以

来，不少学者将追求生动、讲究文采看作是现代应用文写作

之“大忌”，而将平实、直白看作是现代应用文对语言的主

要要求。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其实现代应用文语言的平

实、直白和流畅、生动并不矛盾。虽然现代应用文不能像文

学作品那样，生动含蓄，文采飞扬，言有尽而意无穷，但并

不排斥一定程度上的生动性。多一些活泼，多几分生动，不

仅可以深化现代应用文的内涵，而且还可以增添文章的感染

力。 那么，怎样才能使现代应用文的语言生动呢？我认为，

主要应注意这么三点：一是精心提炼富有表现力的群众语言

；二是恰当应用比喻、拟人、借代、顶真、换算等修辞方法

；三是恰当地使用专业术语。如一份农村工作总结写联产承



包责任制的好处： “过去是头遍敲钟，被窝里哼哼；二遍敲

钟，才把被子蹬；三遍敲钟，慢慢腾腾去上工。现在是，哨

子不吹钟不响，群众自觉把地上。联产联着心，挑担有众人

。干部操心，群众关心，人人都有责任心”。 另一份计划生

育的宣传材料，为了说明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说

明10亿人口之多，作者使用了连续换算的方法： “如果每个

人在电视荧屏上亮相两秒钟，则需要66年才能完成；如果把

我国10亿人口分成4个人1组，象叠罗汉那样，一个人站在另

一个人的肩上，底下4个人站在地球上，最上面4个人已经到

了月球上；如果10亿人都填写出生证，那么，这些出生证叠

起来，足有12个珠穆朗玛峰那么高；如果10亿人手拉手可以

绕地球25圈”。 前者用生动的群众语言，形象地说明“大锅

饭”的弊端，生动地反映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巨大威力；后者

则经过一番化大为小，化抽象为具体的巧妙的换算，“10亿

”这个枯燥的数字，便变得形象、丰腴，有血有肉，形象生

动，而且说理深刻。 五、模糊美。模糊语言，是一种外延不

确定，内涵无定指，在表义上具有弹性的语言。但它既不是

含糊其辞、模棱两可、令人费解的低劣用语，也不是文学作

品中那种高深莫测、深刻含蓄、多义多解、回味无穷的艺术

语言，而是指通过模糊语言在公文中的修辞作用，达到表意

上的高度精确，正确而深刻地反映实际工作本质规律的实用

语言。从而，形成一种现代应用文语言的独特的模糊美。 如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家农委 再如《中共中央关于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的两段文字：“到本

世纪末，要使我国经济达到小康水平；到下世纪中叶，接近

世界发达国家水平”。“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组织，必须



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加强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 前

者中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后者中的“本世纪末”、“

下世纪中叶”、“接近”、“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等，都是

些用得十分准确的模糊词，因而达到了表意上的高度精确，

从而形成一种模糊美。 总之，我们应该看到，尽管应用文的

实用语言和文学作品艺术语言有许多本质上的区别，但各种

文体在发展过程中，仍有相辅相承、相融相补的特征。因而

，现代应用文的写作不但不应该拒绝文采，而恰恰相反，在

不损害它的实用性的前提下，应该发展文采美。只有具备文

采美的现代应用文，才能传之久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