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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老舍的语言观对应用文写作语言的建构 
张伟巍 

（河南工程学院  人文政法学院  河南  郑州  451191） 

摘要：老舍是 20 世纪中国文坛的语言大师，他在文学语言的创造和文学语言的理论建设方面有着深厚的积淀，形成了“准确性、

简练性、思想性、幽默性”的语言风格和观念。他的语言观和应用写作的语言要求有一定的重合度。本文将从表述的准确性、风格

的简练性、审美的思想性等三个方面来梳理老舍语言观对应用文写作语言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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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写作的工具，从中国文学发展角度看，应用之文和文学

之文在语言上虽然侧重不同，前者强调理性、准确，后者注重感性、

优美，但它们并无严格的边界，甚至在某些使用场合存在着互补互

通的作用。因此，在应用写作中运用文学写作技巧，有助于应用写

作的多样性和多元化。2012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中，对草拟公文时的基本要求

是“情况确实，观点明确，表述准确，结构严谨，条理清楚，直述

不曲，字词规范，标点正确，篇幅力求简短”。其中，“表述准确”、

“字词规范”、“篇幅力求简短”涉及到对语言的要求。被誉为语言

大师的中国现代小说家老舍，在文学语言的创造和文学语言的理论

建设方面有着积极的努力和深厚的积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风

格。在他的二百余篇文论中提炼出其语言观，可概括为“准确性、

简约性、思想性、幽默性”。可以看出，老舍的语言观和应用写作

的语言要求有一定的重合度。本文将从表述的准确性、风格的简练

性、审美的思想性等三个方面来梳理老舍语言观对应用文写作语言

的影响和建构。 

一、表述的准确性 

准确，顾名思义就是明白、确切。老舍在他的多篇文论中都提

到文学创作要讲究字、词、句的准确。应用文写作具有很强的政策

性、政治性，“准确是应用文语言的第一要素”[1]，在写作时要力求

选择正确、恰当、规范的言辞，准确表达最深厚的思想和最真诚的

感情。 

（一）用字要正确 

老舍认为“一句话是由一些字和词造成的，所以一字一词都要

用的正确” [2]。用字正确首先要做到了解字词的真正含义，有些字

和词尤其是一些成语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但他们的真

正意思和字面意思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有时表达不同的感情色彩。

对这些字词，一定要先明白它们的正确含义，不能信口开河。其次

要仔细推敲，准确表意。每写完一句话，都要看看全句的用语是否

审慎周密，逻辑是否合理自洽，语法是否正确无误，语意是否清晰

明确，和上下文之间是否前后呼应，互相关联。在应用文写作中，

如果一个字、一个词使用不当，就可能会造成重大的损失。比如，

在一则通知中写到：“你区提出关于违反环境保护规定的处罚办法，

最好不执行。因为这个办法违反了上级文件精神”。这里“最好”

一词态度不明确，没有体现完全性否定；“违反上级文件精神”一

句不精确，过于笼统。由此可见，正确的语言是应用文写作最基本

的要求。 

（二）用字要恰当 

“所谓适当者，就是顺着思路与语气，该俗就俗，该文就文，

该土就土，该野就野” [3]。可以看出，老舍认为的适当就是得体，

就是符合语境。 

如何做到恰当？老舍认为恰当应建立在“不同”和“选择”的

基础上。首先要了解不同，“每一篇的内容不同，它所需要的话语

也就不同；生活不同，用语亦异；若是以一套固定的话语应付一切，

便篇篇如此，一道汤了” [4]。应用文写作从格式上来看相对固定，

尤其是行政公文，必须有标题、正文、落款等结构层次。但从内容

上看，每篇都有不同，写作时要根据发文者的身份、阅读对象的层

次和范围、公文的题旨以及语境等因素来选择恰当的语言。要想做

到恰当，就要事先想好说什么，怎么说，精心组织妥善安排每一个

字、每一个词和每一句话，使它们有恰当的顺序和搭配，合乎语法

和逻辑，这样才能在众多语言中找到最自然最恰当最现成的那个。 

（三）用字要规范 

规范性是应用写作区别与文学写作的最重要特征，应用写作的

规范性特指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书面语言，不用或少用口语、俗语、

方言，恰当使用公文习惯用语，忌滥用文学语言。老舍的小说中多

用北京方言，但是他使用的是改造过的北京话，而且一直致力于语

言规范化的努力。 

老舍认为规范化首先是使用统一的普通话，遵循符合民族语言

的法则。其次合理使用方言，“规范化不是把语言简单化，而是使

语言更加丰富。我们要用各地好的词汇来丰富普通话，发展普通

话。” [4]对于方言中有助于扩展普通话内容的部分，可以谨慎使用；

纯粹的土话，要避免使用。再次使用规范的书面语言，比如“苞谷”

要转换成“玉米”。应用文写作中，在引叙用语、期请用语、表态

用语、征询用语中，要使用严肃的书面语，如“兹有”、“敬请”、“可

行”、“妥否”等。 

二、风格的简练性 

老舍主张写作必须做到简练经济，不要以多取胜。要做到此，

需掌握俗白相间、深入浅出、古为今用等语言技巧。应用文写作的

目的是高效、快速的传递信息、解决问题，具有实用性的特点，因

此在写作时不适宜长篇大论，要避免冗长拖沓。合理运用老舍的语

言写作技巧有助于在应用文写作过程中形成简练的风格。 

（一）俗白相间 

“俗白相间”是老舍最基本的语言观，“俗”是指“通俗”，也

就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白”是指“浅畅”，也就是语言流畅

如水、不加雕饰。应用文写作的对象范围广泛，要尽可能的使用大

众化的语言，做到通顺、平易、朴实。 

要做到“俗白相间”，首先要合理使用欧化语言。老舍对欧化

语言采取辩证态度，他说创作要尽量发挥本国语言之美，不能因为

借用欧化语言而使文章失去了自然的本性。他也肯定欧化语言的作

用，认为欧化语言长在论证，在说理性极强的文章中可以适当采用。

应用文比如党政机关公文、法律规章文书、经济文书，具有政策性、

指导性、规范性等特点，需要以理性的语言进行表述，可以采用欧

化语言。事务文书、公关礼仪文书、传播文书的行文具备一定的感

性色彩，就不太适用且要尽量避免欧化语言。老舍认为，避免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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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最主要的办法就是把欧化语法变成我们自己的语法，例如可将

长句拆开成短句，并将短句修改的明白、生动。其次是慎用修辞。

老舍说，写作的第一要义是清楚，然后才是生动。老舍在写作中“总

是不造生字词，不乱形容，不乱用修辞” [5]，他认为滥用比喻会使

语言显得冗长难懂，滥用形容会使语言显得庸俗晦涩。应用文写作

也不需要华丽铺张，更不需用过多的修辞来表述言外之意、弦外之

音，要少用比喻、夸张、渲染等修辞手法。 

（二）深入浅出 

老舍曾解释深入浅出：“用顶通俗的话语去说很深的道理” [6]。

深入浅出并不是用深奥的、难懂的语言表达深刻的道理，是要把深

刻的道理想明白、想透彻，再用普通的、浅显的话说出来。 

要做到深入浅出，首先必须言之有物。好的文章不是单指漂亮

的文字，而是用合适的文字表达充实的内容，否则便是言之无物。

应用文受文体的限制，写作时容易生出泛泛而谈的错误，更应该避

免空谈，要写出实实在在的内容。要使内容扎实有份量，就要多知

多懂。老舍主张简练应建立在丰富的基础上，知道的多，才能对问

题认识的深刻，从众多的材料中有所取舍，找到重点。其次避免大

范围使用专业术语。老舍认为在写作中如果能用普通语言把事情说

明白，就尽量不使用专业术语。若使用，是因为行文中的内容必须

与术语或专有名词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不是借用术语来卖弄知

识。应用文写作涉及到许多部门和行业的各种问题，比如在法律文

书和经济文书中，需使用法律和经济术语。当然有些时候这些专业

术语是无法替代的，如若公文对象不是特定群体而是一般群众，那

就要尽量避免使用专业术语。 

（三）古为今用 

老舍主张在写作时候要多学习古典文学，以便继承民族传统。

但是且不可生硬的照搬照学，半文半白，要做到古为今用。应用文

写作的语言虽以现代汉语为主，但经常也会使用一些古代汉语的词

汇，其一，直接使用文言词汇，使语言显得严肃、庄重，例如“兹

定于”、“届时”、“之”、“凡……者”、“为荷”等等；其二，在事务

文书、礼仪文书或传播文书中，经常会引用古代文学中的经典词汇、

格言和诗词，以增添应用文的文化色彩。这两种方式都属于基础层

面的使用，要想真正的彰显应用文的文化内涵，应以老舍“避免平

庸”、“注重推敲”、“古今结合”的语言观为基础。 

老舍认为，要做到古为今用，首先要避免文字平庸，即避免直

接使用古书中已经形成固定含义的或者是人云亦云的形容词和副

词。应用语言不能简单借用文言词汇，比如尽量避开滂沱的大雨，

熊熊的烈火，潺潺的溪流等易引起审美疲劳的日常语言；其次要学

会控制和运用古代词汇，做到“词汇多而不显着堆砌，说道理而并

不沉闷” [7]。应用文虽不要求精美，但在文字上也须自成一家，要

有意避免堆砌词藻，形成自己的独到之处；再次要正确处理文言和

白话的关系，不能为了使用而使用，随便将两者凑合起来。而是要

融入作者的思想、感情，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创造。 

三、审美的思想性 

老舍认为，同样使用普通语言的情况下，有些人写的好，有些

人写的坏。原因是因为“用很深的思想、感情写出来的，是从心里

掏出来的，所以就写的好” [8]。文章的思想、感情和文字三者是有

机的整体。应用写作虽然不需要泛滥的感情和深邃的思想，但也不

能成为一架只传达信息、解决问题的机器，需要通过与实际生活和

民族风格的结合等方式来提炼思想、增强感情。 

（一）语言和生活的结合 

语言的丰富和活力来自于生活经验和知识的丰富，没有生活，

就没有语言。应用写作如果脱离生活，就只能写成空洞的八股文，

不能独具风格。 

首先，生活是语言的土壤。生活是多彩多姿的，作为一个写作

者，要对生活的各方面都抱有持续的热情和兴趣。要积极的融入社

会，丰富生活经验，只有生活经验丰富了，词汇量才能丰富。比如

听一首歌，和词作者聊聊，就能懂得许多音乐的知识；欣赏一幅画，

和画家聊聊，就能了解许多绘画的知识；哪怕是买一件商品，和卖

家聊聊，也能受益匪浅。应用文写作的内容涉及各行各业，每一行

业都有行话、行规，只有平时深入生活多了解多积累，写作的时候

才能左右逢源，从容不迫。其次，懂生活才能用对语言，“你要储

蓄思想。用思想作你的眼睛，去看，去分析，去判断，而后你才能

找到你以为值得说的话” [9]。老舍曾举例，一个工人在发怒的时候，

不可能唱“怒发冲冠”，也不可能用工厂术语来表达愤怒，他只能

说适合自己身份的气话。只有懂得日常生活中的规律，才能将词汇

和话语用对地方，才能正确的表达思想。再次还得有自己的生活，

不能“只看别人，作一辈子‘视察员’” [10]，观察别人生活，虽然

能够丰富对他人以及世界的理解，但是只有自己也真实的生活，对

生活的理解才能更深刻。 

（二）语言和民族意识的结合 

老舍认为民族风格主要表现在语言上，汉语的特色体现在简练

有力、音节悦耳。语言要有民族意识，首先要认同本民族的语言和

文化。老舍对语言民族意识的认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英国留学

时，他认为英语中有丰富的词汇和复杂的文法，相比之下，中文显

得枯窘简陋。随着创作的深入，他渐渐认识到中文是世界上最美最

简练的语言，此后的创作都致力于对中文的维护。应用文写作的政

策性和权威性决定了在写作的时候必须要具备强烈的民族意识，要

在热爱和维护民族语言的基础上，才能写出有思想性的内容。其次

要运用好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老舍对于我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运

用主要体现在对古典文化和通俗文化的运用上。比如老舍追求简练

的文风，追求语言节奏和音调变化，都与古典文学相关。他的俗白

相间、深入浅出等观点，则与通俗文化相关。应用文在写作过程中

也离不开古典文化和通俗文化，通过吸收古典文化，使语言典雅稳

重；通过吸收通俗文化，使语言焕发出活力。在对古典文学和通俗

文学融会贯通的基础上，才能创造出新的民族风格，使文章既有民

族精神，又有时代特色和自己的文字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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