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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熔裁》札记 公文的写作与其他文学创作一样，包

含了个人（秘书）抽象思维活动与具体操作的全过程。它既

不完全同于古人说的“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那种

富有高度想象的精神活动，也不是单纯的抄抄写写的书吏性

的工作，而是从立意到用辞遣句都有一定规范的行为。或者

说是作者在写作时关于思想的提炼，文字剪裁的行为。刘勰

在《文心雕龙熔裁》讲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虽然他只是就

一般写作而言，但对公文写作也是适用的。 一 写文章的人，

大都有这样的体会：“思绪初发，辞采苦难”，开始动笔的

时候，总不免心里所想的、所要写的（公文还包括那些具体

的事例），通通都涌上心头。“辞采苦难”只不过是其中的

一部分。因为在“思绪初发”之时，更多的是全盘的思考。

思考什么呢？这就是刘勰所担心的“意或偏长”，“辞或繁

杂”，或者说“一意两出”，“同辞重出”。写文章当然会

遇到很多问题，意与辞无疑最重要，也是必须采取具体措施

的。《熔裁》中举了一个生活中常见的事例：‘‘骈拇枝指

，由侈于性；附赘悬疣，实侈于形。”骈句与附句均出自庄

子《骈拇篇》，指的是脚的大拇指与二指相连，合成一指，

手的大拇指旁另生一指，即常讲的六指。赘是多余的肉，疣

即小瘤。以上均属一个人身上多余的东西。“一意两出，义

之骈枝也，同辞重句，文之疣赘也。”足以证明文章中的重

意与重辞没有存在的必要，非加以熔裁不可。熔，的俗字，



即通过火熔金。用在写作方面，是比喻思想的提炼，意的提

炼。裁即剪裁，包含了篇章结构的规划，字、词、语、句的

处置，即通常所说的炼辞。一篇公文，无论是总结还是请示

，从开始到最后完成。实际上也就是对撰写人完美的立意充

分进行熔裁，最终得到的结果。刘勰说：“规范本体谓之熔

，剪裁浮辞谓之裁”，就是要使文章的中心内容得体，而不

必要的辞句删削得干干净净。通过熔裁，达到“荒秽不生”

，“纲领昭畅”。 二 究竟怎样来进行熔裁呢？怎样达到炼意

与炼辞的最佳效果呢？《文心雕龙》提出的办法是分两个步

骤，首先是“熔”，然后再“裁”，而在熔之前还必须经过

三道程序，这就是刘勰在创作理论方面极具特色的“三准”

法。 “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

；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

为使次序明确，这段文字借用了《左传》“履端于始”、“

举正于中”，“归余为终”句来标明一、二、三。 情，通常

指作家的思想感情，情性或者性情，“设情以位体”中的“

情”，其范围大体限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对其重要性，刘勰

用“情者文之经”来加以肯定。“设”者，筹划、布置，而

“位”则有安排的意思。作者动笔写作的时候，思绪总是比

较复杂的，所谓“神思方远，万途竟萌”，“思绪初发，辞

采苦难”。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心非权衡，势必轻

重”。人的思绪活跃，但对作品内容的取舍，先后的安排，

辞句的运用不可能象秤一样的准确，因此，有必要很好的予

以考虑。 关于体，刘勰有时用来说明文章的风格，有时是指

文章的体裁。他在《体性》中说的“数穷八体”，”八体屡

迁”，包括典雅、精约、显附等均属风格范畴。“夫才量学



文，宜正体制”（《附会》）中的“体”则是指作品的体裁

、体制。不过，他并没有把两者看作是互不联系的概念。曹

丕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刘勰继承并发展了曹的论

点，说“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符檄书移，则楷示

于明断”，把风格与体裁相提并论。公文的撰写，体裁与风

格，前者似乎更重要，所以需要“设情以位体”。一开始对

主要问题进行归纳、分析，内容进行处理，考虑行文方向，

上行、下行、平行，并且根据这一方向选用与之相一致的文

种。行文方向准确，才能避免文种不符。请示与指示，报告

与请示，通告与通知，受文对象均有明确的区别。思想内容

的处理，文种的斟酌．就一篇公文来讲，的确需要刻意熔炼

。宋人倪思说：“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失其体制，

虽浮声切响，抽黄对白，极其精工，不可谓之文矣。”明朝

的陈洪谟也说：“文莫先于辨体，体正而后意以经之，气以

贯之，辞以饰之。”这些都是作者经验之谈。在设情、位体

的基础上，刘勰用其他二准加以补充，使之更具体，也更具

操作性。 三准的第二步是“酌事取类”。刘勰讲的“事”，

有多方面的内涵，包括典故、事例、素材以及一些古语。“

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是用

自己的语言构思为文的同时，借用典故、事实来解释难懂的

意义，援引古语来印证充实文中的论点。如果说在一般文体

的作品中，事类十分重要，那么在公文中尤其具有特殊的、

不可替代的作用。文学作品如诗歌、小说强调以情动人，为

了表现“情”，可以调动各种写作手法深入地刻划，而公文

是因事而作，是为了传达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发布法令

、法规，请示与答复问题，报告情况，交流经验，离不开事



实与材料，而且还必须按制文单位的意图与要求及受文的对

象，来选用事实与材料。并保证其准确性。《文心雕龙》说

：“事义为骨髓”，“理得事而明”，都是反复强调、说明

这一道理。 写作中怎样来用“事”呢？有两点是很关键的。

第一，准确地选择“事类”。撰写公文时，可能有大量的事

例、材料、数据都摆在桌上，这并不等于全部能溶入文中，

秘书必须按照公文的意图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精心地挑选，

决不能信手拈来。要如刘勰所说的“取事贵约”，最终达到

“故事得其要，虽小成绩”的效果。 第二，“事类”的准确

性。由于公文是代机关、单位立言，关系大局，必须经得起

客观的检验。“事”是基础与依据，不仅容不得虚构，任何

夸张与掩饰都是忌讳的，不能“文不逮意”，而一定要“意

能称物”。对于这一点，刘勰很重视，在《文心雕龙》各篇

中反复地提到。《铭箴》说：“其取事也，必核以辨”，《

议对》说：“事以明核为美”，《宗经》中提到经典作品在

基本方面的六个特点，第三点就是事例真实而不虚妄，所谓

“事信而不诞”。公文中引用的事例、数据、名言必须一一

加以认真地核实，以保证其真实性。古代关于用“事”不当

的例子可谓屡见不鲜，甚至出现在一些大文人的笔下。曹植

《报孔璋书》中“昔葛天氏之乐，千人唱，万人和，听者因

以蔑韶夏矣”，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也引用了这一典故，

“奏肉唐之舞，听葛天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实际上听

葛天之歌，唱与和才三人。苏东坡的《二疏赞》说：“孝宣

中兴，以法驭人，杀盖、韩、杨，盖三良臣，先生怜之，振

袂脱屣，使知区区，不足骄士。”据校核，二疏去位时，三

人俱健在。宋人洪迈就此委婉地批评了这位大诗人，“作议



论文字，须考引事实，不使差忒，乃可传信”，“方二疏去

时，三人固无恙，是尚足传信乎？” 准确地选择“事”与“

事”的准确性是相辅相成的，在公文写作中缺一不可。 “撮

辞以举要”是三准的第三步。“撮”有摄取、聚集之义，补

以“举要”，其范围不仅指文辞的琢磨还包括扼要辞汇的运

用。文辞是文章的基础，刘勰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

句，积句而成章，积章面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

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

一而万毕矣。”一篇出色的文章，离不开清越，超卓的文辞

。在公文写作中，这方面尤为重要，由于篇幅受到一定的限

制，不象小说与其他议论文章可以任情描写与发挥，文辞的

选用，既需精练，又要精确。在《文心雕龙》专门讨论应用

文写作的《书记》篇中，“随事立体，资乎精要，意少一字

则义缺，句长一言则辞妨”，这段话极好地说明了“撮辞”

“举要”的作用。 从“三准”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刘勰对

写作前期的准备工作是有相当认识的，三者的发展步骤也是

井然有序的，主体思想的确立，素材的安排，文辞的挑选，

互为联系，不可缺一。这种积极的思维活动正是熔的中心、

炼意的中心。 “三准”的工作全部告妥以后，随即开始正式

的写作，所以，刘勰紧接着说：“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

”。这句话中“然后”两字很重要，清楚表明了美丽的形式

与真实内容的配合，思想感情本来面貌的表现只有在“三准

”已定的前提下才能展开活动。没有“三准”就没有文章的

出现，没有充分的炼意，也就写不出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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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