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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活动，古已有之。据考古发掘，我国早

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出现了比较成熟的文字。到３000多年前的

殷商王朝的奴隶主阶级，巳经能够运用龟甲和兽骨作为书面

载体来书写文字，并以此指导当时的政务活动。我们现在所

能见到的那些镂于甲骨、刻于碑石、铸于金属、书于竹简的

文字，其用途大多是属于实施权力分配和社会治理的。这就

是说，公文作为统治阶级施政的工具和手段，其产生的历史

极为悠久。但是，毋庸讳言，在中国漫长的社会发展史上，

公文写作一直处于一种封闭和半封闭状态之中，存在较为严

重的“以吏为师"和"相摹而作"的现象。公文写作的方法和技

巧不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而只是由少数 "师爷"所垄断，

进而成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状况

才从根本上得以改观。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公文

写作一直没有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往往依附于基础写作之中

，处于寄人篱下的状态。进入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

视公文工作，极力提倡公文处理特别是公文写作的规范化，

强调对公文写作人员的选拔和培养，从而使我国当代的公文

质量不断得到提高，充分发挥了为党和国家的管理工作服务

的重要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适应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飞速发展的形势需要，公文写作作为

一门学科应运而生。20世纪80年代末期，全国已有114所普通

高等院校以及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开设了公文写作课程，并



且逐步成为这些院校的主干学科。近些年来，这种情况更为

普遍，并且已经普及到各类中专、职业技术学校和成人教育

等教学阵地。从事公文写作教学的师资队伍不断壮大，出现

了一批高质量的教材，公文写作成为深受学生欢迎的热门课

。同时，每年的全国秘书职业资格考试以及国家公务员录用

考试，也都把公文写作列为必考科目之一。 公文写作学科一

经诞生，即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突出表现为如下几个方

面： 这些作品，内容丰富，体例新颖，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类如苗枫林的《中国公文学》，张

保忠的《中国党政公文写作大全》、《党政公文写作评核与

答疑》，岳海翔的《公文写作一点通》、《最新公务文书写

作》，张庆儒的《公文处理学》，郑崇田的《中国现代公文

写作学》，张宝元的《机关公文写作》，李厚安等的《公文

写作学》，周森甲的《中国现代公文写作原理与方法》，徐

秋英的《公文写作与逻辑》，吴新元的《公文正文三要素说

与公文正文格式化导论》等等。特别是苗枫林的《中国公文

学》一书，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把公文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

，提出了一系列对公文写作研究具有很高理论价值和实用价

值的新观点。不仅深入研究了公文的演变及其发展过程，而

且从理论和实践上探讨了公文写作的基本规律。此书的出版

，填补了中国公文理论研究的一项空白，可以说是对整个20

世纪、80年代的公文写作研究集大成与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也是我国公文写作研究的第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教材类的

如裴显生主编的《公文写作概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10月版），辽宁马魁深先生编著的《公文写作学》（辽宁

教育出版社出版1982年版），闵庚尧、李贵如主编的《公文



写作教程》、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组织编写的《中国当代公

文写作》，杨柏、张庆儒主编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指要》

，张保忠、岳海翔主编的《公文写作格式与技巧》，岳海翔

主编的《公文写作教程新形态大学写作课程系列教材之一》

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中国当代公文写作》一书，此

书系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集体智慧的结晶，荣获第二届中国

秘书杯运通杯评比一等奖。书中对我国公文写作的历史演化

，公文写作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以及马列主义文风等问题，

均作了颇为精当的阐述和介绍，是一部适合各类高等院校文

秘专业师生使用的高层次教材。裴显生先生主编的《公文写

作概论》一书开始突破了以往有关公文写作书籍“格式加例

文”的框架，使公文写作从单纯的应用技术进入了学术领域

，成为有规可循的智能活动，可以视为公文写作学已初步形

成和建立的突出标志；辞书类的如苗枫林主编的《国家公务

员写作词典》，孙和平主编的《公文大辞典》，张保忠的《

党政公文小百科》，张保忠、岳海翔主编的《最新公文写作

完全手册》等，内容颇为丰富，工具性强，便于查阅，具有

很高的使用价值和长期的保存价值。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

，我国的公文写作理论研究迅猛发展，各种版本的公文写作

教材、专著纷纷出版。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出版的公文

写作教材及专著约计有200多种。尤为重要的是，随着信息技

术的飞速发展，电脑的广泛运用，开始出现了对电子公文写

作的理论研究。柳新华、王东海、董相志合著的《实用电子

公文传输与处理》一书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该书从行

政机关公文写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要求出发，以公文写

作理论为基础，以电子公文的技术特征为主线，全面系统地



概述了电子公文的写作方法、编排技术和处理程序。既注重

现代办公理念，又注重技术内涵和操作技能，既考虑到传统

与现代知识的融合，又重视对现实工作的实际应用，具有很

高的现实针对性、指导性和实用性。 有从事公文写作学研究

的专门机构和组织 在公文学建立之初，一些长期从事公文写

作研究的专家、学者就开始提出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公文学研

究组织的设想。1989年11月，在中国写作学会的支持下，由

张保忠、费晓平、曹照林、闵庚尧等人发起，在江苏徐州举

办了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筹备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国公文写

作研究会筹委会"。它隶属于中国写作学会，是其所属的一个

专业委员会。为了加强研究会的领导工作，决定聘请当时担

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山东省委宣传部长、《中国公文学》

一书的作者苗枫林同志为筹委会主任。1991年10月，在天津

塘沽召开了首届中国公文写作学术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

者们就公文学科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探讨

。11月26日，在湖北黄石市召开的中国写作学会理事会上，

作出了批准成立 "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的决定，随后经过一

系列精心筹划和组织，1992年10月，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在

烟台新闻中心召开成立大会。苗枫林同志当选为会长，费晓

平，闵庚尧、张保忠 (兼秘书长)为副会长，学会下设学术委

员会以及中国公文学研究所，负责学会的学术研究工作；又

设秘书处，主持学会的日常事务性工作。经过有关方面的努

力，到200４年下半年，该会已经获得国家教育部正式批准并

经国家民政部正式登记备案。从此，一个全国性的公文学研

究的群众学术团体正式宣告诞生，广大研究者们得以团结在

统一的旗帜下开展研究活动。它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公文学



的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这个研究会自成立

以来，本着"团结勤奋、扎实进取”的精神，自1999年冬季至

今，先后在塘沽、烟台、唐山、大连、南昌、成都、哈尔滨

、北戴河和青岛举行了九次全国性的公文学术研讨会，每次

研讨会都确定明确的主题和中心内容，组织与会人员协力攻

关，取得了十分可喜的研究成果；从1995年开始，每四年举

办一次全国性的公文论著评比，现已举办了第一届“三株杯

”(由山东三株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赞助)、第二届“三精

杯”(由黑龙江三精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赞助)及第三届“

亿丰杯”（由哈尔滨亿丰集团提供赞助）评奖活动；同时，

从1995年开始至今，还先后举办了十九期全国性的“党和国

家最新公文知识讲习班”，对各级各类秘书与公文工作者进

行系统的培训，使理论研究的成果有效地运用于实践，为推

动党和国家的管理工作服务。此外，由研究会组织集体编著

以及有关专家、学者独自研究编写出版的公文史学、公文处

理、公文写作以及电子公文等方面的著作多达200余部，在国

内有关秘书类和写作类期刊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3000多篇。

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公文工作者的公文写作水平，推动

了我国公文学术研究活动朝着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方向发展，

为我国公文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十

分重大的影响。 有一支精明强干又有雄厚实力的研究队伍 近

二十年来，在我国公文学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一支精明强

干且拥有雄厚实力的研究阵容。以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为中

心，聚集了一大批颇有造诣的研究人才。截至2005年上半年

，会员总数已达973人。在他们中间，既有各类大中专院校和

党(干)校的教师，也有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实际工



作者，两方面的力量结合起来，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使得

我国的公文学研究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更值得一

提的是，为了培养和造就公文学研究的高级人才，中国公文

写作研究会还专门成立了“中国公文学研究所”，作为研究

会的尖端科研机构。其研究人员全部采用聘任制，而且条件

非常严格，标准很高，按照规定，都是公文学研究中有相当

影响，成就卓著的专家和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代表了中

国公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和水平。 有具备较高质量的研究阵

地，形成了相当浓厚和活跃的研究气氛 自二十世纪80年代以

来，国内各家秘书类和应用写作类杂志相继出版问世，据不

完全统计，大约有35家。《秘书》、《秘书之友》、《秘书

工作》、《厂长与秘书》、《办公室业务》、《企业秘书》

、《当代秘书》、《应用写作》、《法律文书与行政文书》

等等，各具风采，共同构成秘书学和公文学学术研究的绚丽

多姿的百花园。除《应用写作》、《法律文书与行政文书》

等公文学专业性杂志外，其他各家秘书类期刊也均设有“应

用写作”(或称“公文写作”、“写作园地”等)栏目，这就

为公文学的理论研究人员提供了广阔的交流学术成果的阵地

。另外，本文前面述及各种专著、教材和辞书的竞相出版，

也是一个明证。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几年来，在公文学界

形成了一种浓厚和活跃的争鸣气氛。围绕公文学的一些基本

理论问题，诸如公文的定义、公文学的研究对象以及公文学

的学科体系等等，展开了广泛而又热烈地讨论。对于其他方

面的问题如文种使用、公文格式的标注等，也都不同程度地

进行了争鸣。这些讨论，不仅见之各家相关杂志上发表的文

章，还表现在每年一次的中国公文写体研究会召集的学术会



议交流之中。这种浓厚、活跃的研究气氛，对于促进公文学

的发展和繁荣，加快公文学的规范化、科学化建设进程，具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相关杂志的创建方面，应当说状况不

容乐观。突出表现为近20年来国内尚无一份有关公文写作方

面的专业性期刊，众多的学术研究成果大都是通过相关的杂

志发表出来，其中有代表性的主要是：《写作》（中国写作

学会会刊，国家教育部主管、武汉大学主办，写作学科核心

期刊）、《应用写作》(长春理工大学、吉林省写作学会主

办)、《秘书工作》(中共中央办公厅主管)、《秘书》(上海大

学主办)、《秘书之友》(国家教育部主管、兰州大学主办)、

《办公室业务》(中国档案出版社主办)、《秘书战线》(石家

庄市秘书学会主办)、《办公室工作研究》(青岛市办公室工

作研究会主办)。这些刊物都设有公文写作栏目，先后发表了

大量的公文写作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为我国的公文写作研

究事业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F8F8"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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