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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不好。古往今来，凡有成就的作家，没有不重视文章修改

的。两干多年前的苟子说：“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

也”。曹雪芹写《红楼梦》，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

五次，“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丹麦物理学

家玻尔写《光与生命》，反复修改9遍，一直到他认为每个字

句都完全表达了自己的本意，才正式发表。美国海明威把《

老人与海》的手稿反复读过近200遍才最后付印。作家巴金说

：“写到死、改到死；用辛勤的修改来弥补自己作品的漏洞

”。由此可见，修改是论文写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从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环节。 一、认识过程

的艰巨性决定了修改的必然性 毕业论文要求大学生运用所学

过的知识，理论联系实际，来阐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

一些带规律性的认识。论文是反映作者对客观事物的认识，

而客观事物是丰富多彩、曲折复杂的，认识它不容易，反映

它更是困难。因为，这种困难一方面来源于客观事物本身的

内部矛盾有一个逐渐暴露过程，它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另

一方面这种困难来源于人的认识要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

约，在认识过程的各个阶段中稍有疏忽，就容易出现片面性

和主观性。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文章是客观

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

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有个由现象到本质、由片面到全面



、由不够深刻到比较深刻的过程。而且人们对研究成果的反

映也有个由不够准确、恰当，到比较准确、恰当的过程。写

论文就是对研究成果的反映，在从不够准确、恰当到比较准

确、恰当的转变过程中就必然有一个修改的环节。列夫托尔

斯泰说过：“黄金要经过淘洗才能得到，精辟的、被表达得

很好的思想也是这样。”由此可见，修改文章符合人的认识

规律。 写论文，从本质说是一个认识过程，它包括由客观事

物到人的主观认识的“意化”，过程和从主观认识到书面表

现的“物化”过程。在意化过程中常常出现“意不符物”，

即主观认识未能完全、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而在物化过程

中又容易发生“言不达意”即写成的文章不能完整、准确地

反映作者的观点。因此，在写论文过程中，多一次修改就多

一次认识；多一次修改就前进一步，至少可以减少失误和克

服不足。正如作家老舍所说：“文章必须修改，谁也不能一

下子就写成一大篇，又快又好。”二、修改是论文写作中贯

穿始终的重要环节 修改从形式上看是写作的最后一道工序，

是文章的完善阶段，但是从总体来看，修改是贯穿整个写作

过程的。写作一般可分为四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都应该加

强修改功夫。第一阶段，酝酿构思中的修改。论文在动笔之

前，要酝酿构思打腹稿。修改就要从这里开始。如确立中心

、选择题材、布局谋篇等等，都要经过反复思索，有分析也

有综合。这不落笔端的修改，却决定着通篇的成败，腹稿改

得好，写起来少走弯路。如果确定了一个严密的提纲，搭起

一个好架子，文章结构就不会有大变动。所以动笔前一定要

深思熟虑，不要信笔写来再作大改。第二阶段，动笔后的修

改。落笔以后就进入细致的思索过程，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



交用，有事理的推断，形象的探索，层次的划分，段落的衔

接，句式的选检，词汇的斟酌、推敲。各方面都可能经过反

复分析、对比、抉择，在改换取舍一些词语、句式、层次、

段落之后完成初稿。这就是边写边改，边改边写的阶段。第

三阶段，初稿后的修改。全文革成之后，要逐字逐句，逐层

逐段的审读，作通盘的修改。在修改中不仅要酌字斟句，还

要考虑材料取舍、层次安排、结构组织、中心的表达，等等

。第四阶段，在指导老师指导下修改。指导老师审阅后，对

草稿的优点给予肯定，并指出全文的不足。作者在听取指导

老师的评讲后，要进一步发现自己文中的优缺点，研究要透

，领悟要深，然后重新考虑修改。这时候的修改并不是一二

次能结束的，修改的难度也比原先增大了。但是，如果改好

了，文章水平可以有显著提高。 在这四个阶段中，初稿之后

的修改更为重要。因为论文在起草初稿的过程中，作者对每

个论点、论据不可能想得很周密，表达则更难做到准确无误

。而在草稿写出后，作者的着眼点可以从局部写作转到总体

审视，居高临下地检查，推敲中心论点的表达是否突出，各

层次、段落的安排是否妥当。另外，作者的立足点可以从撰

写者移到读者方面，比较超脱地对论文各个部分进行“评头

论足”，“挑三拣四”，更客观和更严格地认真思考，反复

推敲，使论文进一步趋于成熟和完美。 三、修改是提高写作

能力的重要途径 毕业论文的写作是一种写作能力的锻炼和综

合能力的训练。要提高写作能力，既要多写，更要多改。古

人说：“善作不如善改”，“文章是改出来的”。有不少大

学生思路敏捷，写东西也比较快，但是由于不重视文章的修

改，推敲和琢磨较少，写成的文章往往结构比较松散，词句



重复罗唆，错别字也较多，因而写作水平提高不快。应该把

修改看作是写作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学习怎样修改文章，

也是写作的一种基本训练，而且是更有效的训练。鲁迅把领

悟“不应该那么写”即修改初稿的方法，称为是“极为有益

的学习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会不会写文章，可以用会

不会修改来衡量。只有到了会写也会改的时候，才可以说具

有一定的写作水平和能力。正如契河夫所说：“写得好的本

领，就是删掉写得不好的地方的本领”。通过修改论文，可

以进一步提高遣词造句，结构文章的能力和逻辑推理的功夫

。 修改论文，也是培养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良好学风的需要。

写文章是给别人看的，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作

者必须抱着对读者对社会的高度负责精神认真修改论文。认

真修改论文，严格把关，这是一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治学态

度。鲁迅说过：“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

、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他劝别人修改文章，他自己的

文章也常常是反复修改的。他的著名散文《藤野先生》，修

改的地方有160170处，(《坟》的题记)全文只有1000多字，改

动也有百处之多。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在修改他们的著作时

，更是精益求精。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写完后，从头

到尾作了修改。后来的德文第二版和法文译本，他又分别作

了修改。他写《资本论》长达40年，中间经过多次修改，现

在的前二卷的前一部分原稿，光保存下来的就有8种之多。保

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书中说：马克思“绝不出版一本

没有经过他仔细加工和认真琢磨的作品。他不能忍受他未完

成的东西公之大众的这种思想。要把他没有做最后校正的手

稿给别人看，对他是最痛苦的事情。⋯⋯有一天他对我说，



他宁可把自己的手稿烧掉，也不愿半生不熟地遗留于身后。

”这种对社会的高度负责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可以从

马克思这种高度负责的精神汲取无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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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