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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美学研究已经悄悄成为应用文研究领域的一大热门话题

。有人谈其结构美，有人谈其语言美，更有人从根本意义上

论证应用文之"审美性"之所以存在的根由，一时百家齐鸣、

热闹非凡。基于此，本文作者重点梳理了近年来从美学的角

度谈及应用文研究的文章，着重从"审美性"这一角度出发粗

略地提出了几点思考性意见，姑且抛砖引玉，以期将这一研

究引向深入。 当前，关于应用文的美学研究已经悄悄成为应

用文研究领域的一大热门话题。有人讨论其结构美，有人讨

论其语言美，更有人从根本意义上论证应用文之审美特质—

—"审美性"之所以存在的根由。基于此，本文作者重点梳理

了近十年来从美学的角度谈及应用文研究的数十篇学术性、

探讨性文章，在此本文着重从"审美性"这一属于应用文研究

领域最具理论争论性的热门话题切入，粗略地提了几点略具

思考性、反思性的意见。 应用文因实用而产生，又为实用而

写作。古语有云:"辞命体，推之即可为一切应用之文。重其辞

乃所以重其实也。"应用文既然是以"实用性"、 "工具性"为其

本质特征，那么，它究竟具不具备"审美性"呢?对于这一问题

的认识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应用文能否具备"审美价值"，并

最终影响其写作实践及其写作质量。作为党政机关、团体、

企事业单位在公务活动中使用的文字工具，应用文以行使职

能、方便实用为目的，以通俗平易、客观严谨为主要表现风

格，以规范的格式和严密的办理程序为主要特色。既然如此



，应用文在具备"实用性"、"工具性"等本质特征的同时，它还

究竟具不具备"审美性"这一审美特质呢?提起文章之美，人们

往往感觉那是文艺作品的专利，至于应用文，则与美无关。

这无疑是一个我们在日常生活经验积累下形成的一种认识性

错误。 众所周知，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常常因其精致的

结构、曲折的情节、华美的语言而触发联想、想象等一系列

审美反应.并且在这一审美过程之中，审美主体(读者)常常会

激动莫名、如醉如痴，产生如饮美酒、如吮甘露般的愉悦舒

泰之感。而当我们让人们阅读一篇应用文时，在一般情况下

，读者在此之前所积累的审美阅读经验会马上唤起他对应用

文的一般感觉，即言简意骇的主旨、严格的格式、模式化的

结构，显然这一特征很难唤起读者的审美情感。然而，公文

是人们精神生活活动的产品，是一种美的创造，必然蕴藏着

丰富的美学因子。这却也是不容辩驳的客观事实。更何况在

这一精神生产活动中，人们认识了规律，并运用规律来指导

我们的社会生活，这本身就具有美学的意义。实际上，自从"

艺文之末品"的传统观念深入人心之后，人们往往误以为应用

文是刻板、枯燥、乏味的，俨然成了规范化、程式化的代名

词、同义词，结果绝大部分的人都想当然地认为学习应用文

也难以获得审美的愉悦。一言以蔽之，人们已普遍习惯了对

应用文"审美性"的忽视乃至否定。事实上，只要我们闲暇之

际翻阅一些经典的古代应用文，像邹阳的《狱中上粱王书》

、商碘的《变法令》、李斯的《谏逐客书》、司马迁的《报

任安书》、曹植的《求自试表》、诸葛亮的《出师表》、白

居易的《论和籴状》⋯⋯等等，不乏文笔酣畅、痛快淋漓之

篇章，到那时人们就会明白应用文决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



干枯乏味、味同嚼蜡。 在普遍接受应用文存在"审美性"的前

提下，学界同仁在具体探讨何谓应用文之"审美性"，即"应用

文的审美特质具体包括哪些因素?"这一问题上展开了一系列

探讨，不过稍显粗略，乃至造成彼此观点的趋于雷同。像徐

贞同《应用文审美特质探析》一文从社会价值及构成要素几

方面入手，认为应用文的审美特质——"审美性"主要表现为:"

一、实用美.二、情感美.三、语言美.四、形式美"。而文广会

《应用文的审美价值》一文认为"审美性"主要体现为:"内容的

真实美、行文的实用美、形式的统一美、语言的简约美"。荆

玉睛《浅论公文的实用美》一文认为其具体体现为:"一、主题

的鲜明美.二、材料的真实美.三、格式的规范美.四、语言的

庄重美。"官淑艳《浅谈应用文的美》一文认为其具体体现

为:"庄重严谨之美、整饬简约之美、质朴典雅之美、情感内涵

之美和准确真实之美。"此外，像朱兴斌，李廷海的《浅谈机

关公文美的人点要求》(《办公室业务》，1994年第2期)、冒

新国的《对应用文文体特征的审美透视》(《新视角》，2005

年第3期)也都提出相类似的观点。相比之下，倒是单南平的

《"埋性"之美公文文本美感的深层境界》探讨得比较具体、

深入。他认为应用文的审美特质应当涵盖五大内容:"一、以理

服人，埋直气壮.二、体式规范，整齐划一.三、真实可信，客

观严谨.四、庄重典雅，简洁洗练.五、首尾连贯，层次分明

。" 其实，应用文需要美，也应该美。在讲究实用性的前提下

，讲究可读性.在注重思想内容真实表达的同时追求美，这样

做非但不会影响其实用目的，反而会相得益彰，实美双全，

使应用文更能打动人心，从而收到更佳的审美效果。毋庸讳

言，我们在这里所探讨的所谓应用文的"审美性"，并不在其



是否塑造出了美的形象，是否抒写出了美的场景，是否构制

出了华美的篇章，亦不在是否通篇镌刻有秀美的文字，更不

在其是否编织出了优美动人的故事情节，而是在以内容为主

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之中。毫无疑问，这种统一有令人折服

的力量，因为在其内部充盈着跳动着的美的旋律。 简而言之

，审美性虽然不是应用文最根本的特点，但应用文也并非与

审美绝缘。其实，"实用性与艺术性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

成的。实用性的文章也要求能产生美感，正如一座房子不但

要能住人而且要样式美观一样。"(朱光潜语)，一切优秀的应

用文都是讲求艺术性的。在应用写作中，我们固然应该强调

实用目的性，但同时也应该承认其"审美性"的存在。可以说

，正是因为应用文具有一定的"审美性"，才使其实用效能得

到更为完善、更为有效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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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