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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漫谈怎么把文章写好（三）
（上接第 23 期 17 版） 古人有

“凤头、猪肚、豹尾”的说法，意思是开头要精
彩亮丽，中间充实丰富，结尾要响亮。 结尾结得
好， 文章才完整， 有头有尾。 所以结尾不可草
率， 一定要干脆有力， 或前呼后应， 或嘎然而
止，或留有余地，总之，开始就要考虑好怎么结
尾。

笔直的树，从观赏角度来说，不
如弯曲修饰过的盆景好看。文章要别人喜欢看，
也要艺术地说。如果尽讲一些枯燥的，重复报纸
上的， 重复文件上的， 人家肯定不愿看、 不愿
听。 就像鲁迅说的，等于谋财害命。

我曾专门写了一篇《要讲好大道理》的文
章，对为什么要讲，怎么才能讲好，提出了自己
的一些看法。 这篇言论在许多报刊发表后反响
很好。我们的大道理为什么没人听？不能简单地
埋怨听的人觉悟低。一些领导讲话时，下面的人
在睡觉。不能简单地批评人家睡觉，应先检讨一
下是不是因为自己在唱催眠曲。如果讲得好，人
家怎么会睡觉？

文章要让人津津有味地读下去，
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就常常用这类

语言，他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说，“不是
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他讲要努力
工作时说，“撸起袖子加油干”。 讲粮食安全时
说，“饭碗要端在自己手上”。 讲楼市调控时
说，“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等等，
都很形象生动 ，画面感极强 ，一听就记住了。

六、要精于制作标题———不做“标题
党”但要抓人眼球

就像两个陌生人谈恋爱 ，“第一印象”很重
要。 如果颜值不行 ，“第一印象”不好，哪怕内
在素质再好， 别人也要费不少波折才能改变印
象 ，重新认识和接纳你 。 一段美好的因缘可能就
擦肩而过。 古人说，题好一半文就是这个道理。

一个好的标题 ，常常使一篇文章增辉添彩，
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就像我们去一个地方旅
游 ，起到指示牌的作用。好的标题有时就是让人
眼睛一亮，为之一振 ，引起别人的阅读兴趣 。

调查报告 、 领导讲话、 市情介
绍 、礼仪致辞等都可适当运用。 比如，我在报社
工作时，有几篇关于温汤旅游开发的文章，题目
是 《手挽明月出深闺》、《温汤沸腾会有时》，
这样的题目就很有文采 。

记得我在市委办公室工作的时候 ， 为领导
起草一篇关于做好招商引资的讲话稿 ， 用了三
个标题：《必须以“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敏锐把
握大局》、《必须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韧
精心操作》、《必须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
心抓好落实》。 层层递进 ，比较恰当地把招商引
资三个不同阶段的要求 ， 较好的梗概出来。 但
是，这种对仗工整的标题一定要贴切 ，不可牵强
附会，玩文字游戏 。 否则 ，就会以文害义 。

比如，我先后发表的一些文
章题目：《当面讨好的背后》（人民日报）《要
知道我是谁》（上海人才开发） 、《我们如何开
会》、《好一个回马枪》（ 望）《说 “忠诚”》
（江西日报）《说“简单”》（党政干部论坛） 、
《讲好大道理》（领导科学） 、《要亲自学习》

（江西日报） 、《莫招来女婿气跑儿子》（中国
劳动人事报） 、《多一点接力意识》、《把落实搬
出会议室》等等。 这样题目一看就很直白 ，朴实
无华，亲切自然，往往容易拉近与读者的心理距
离 。

我在基层调研发现， 一些单位的接待室和荣誉
室 ，墙上挂满了五花八门的奖牌 、锦旗 、奖杯 ，
基层干部抱怨，现在是奖励成”灾”。 于是，我
突然想到《评奖也要“计划生育”》这个题目 ，
提出地方各类评奖 ，要实事求是，宏观控制 ，克
服不严肃 、不科学 、庸俗化 ，以致泛滥成灾的现
象 ， 真正发挥奖励应有的功能。 江西日报 1991
年 12 月 14 日一版刊登 ，把题目改为《评奖要名
副其实》。

还有比如， 针对日常工作中我们一些人思
想懒惰 ，不想动脑筋的现象 ，我想到《思想上也
要艰苦奋斗》这个题目 。 江西日报发表时改为
《提倡另一种艰苦奋斗》。 我还写过的文章还
有一些题目 ， 如 《团结也是艺术》（中国人
事 ） ，《善听也是 本 事 》（党政干部 论 坛 ） ，
《“害怕”也是一种修养》（风范杂志） ，《规矩
太滥也难成方圆》（机关建设报） ，《信誉也讲
零存整取》等等，都是从不合日常思维的角度
提出观点 ，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看到就急欲
弄明白其所以然。

我在
调查发现， 一些地方和部门违背科学 、 随意决
策 ， 造成重大损失的现象时有发生 ， 写了一篇
《也要进行不可行论证》，人民日报发表时题目
改为《决策须防随意性》。 还有，我写的《企业
家也要有政治头脑》、《厂长负责制不能代替民
主集中制》、《选拔年轻干部要谨防优先不优
秀 》（中组部组工研讨） 、《待遇也要能上能
下》（工人日报）《艰苦奋斗也要靠制度约束》
（工人日报 ） 、《“小巫 ” 也是巫 》（江西日
报） ，这些题目都是鲜明的新思考新观点 ，看了
标题就想看看作者提出这个观点 ，到底说了啥 ，
想探个究竟 。

我先后发表在各级报刊的 《有时勇气比智慧更
重要》（人民日报） ，《有点子也要有胆子》（人
民日报） ，《忧患比优势更重要》（党政论坛） 、
以及发表的《超常规与实事求是》、《小麻烦与
大麻烦 》、《一把手与一班人》（江西日报） 、
《小组长大作为》（当代江西）等等。 这些标题
都能抓住人们的阅读心理，一看就能吸引眼球 。

好的标题就是新颖 、鲜明 、形象 、 有力 、精
短 ，当然想出一个好标题很不容易 。 做标题最
忌讳的东西是，似曾相识或者别人用过的。 我
曾写过一篇《团结是一门艺术》的文章 ，后面
我看到有人写了一篇《团结也是本事 》，我觉
得就有点拾人牙慧了。 尤其要反对标题党 ，防
止脱离内容的所谓对仗工整。 这是一种很不好
的文风 。 能准确 、生动 、凝练地体现内容的对
仗工整当然更好。

七、 文章要反复修改打磨———好文不
厌百回改，三分长相七分扮。

好文章都是改出来的。 那种所谓 “立等可
取 、倚马可待 、一挥而就，一气呵成”之类我不
太相信 。凡文章写得好的人，大概都在修改上下
过功夫 。 我也有些一次成形的短文章，其实，腹
稿也是打了很久 ，几经思考，然后才一气呵成 。
好文章都是磨出来的。

文章修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 ， 我感觉
比较适用的有这么几种：

文章初稿完成后，把自己摆在
读者位置 ，大声反复读几遍 。 书画要经得起墙上
挂 ，文章就要经得起大声读。 多读几遍就会发现
很多毛病 。

不仅要听取领导的意见，听写
文章比你厉害的人的意见。 这一般人都是这样做
的。 但我觉得，还要听取平常不太写文章的人的
意见。 我的一些文章初稿完成后给他们看，尽管
说不出很专业的看法，但从他们一星半点的模糊
感觉中，常常使我受到启发。 他们的意见往往是
更有代表性，他们更有发言权。 一个人即使不会
写文章，看文章还是会的。 文章就是给大多数人
看，而不是给少数文友看的。 这一点往往容易被
我们所忽视。

这是我自创的叫法。
头发要好看，一个是先梳直，其次才是扮靓 。 写
文章如建房子 ，不能房子没建好先装修。 要先把
框架搞好，按照“是什么、为什么、要什么”，不
同文体的逻辑关系搞顺 。 文章顺是最基本的，理
顺后再语言美 。 就像一个女人的头发， 乱蓬蓬
的，就是扎上再多的花 ，也很俗气 。

我的 《有点子也要有胆子》 就是前后改了
十多稿 。 我改别人的文章也是，我说你们自己先
梳一梳 ，把几个板块弄顺了再拿给我，然后就改
起来就好多了。 如果你这个都没搞清 ，拿给我也
没办法改 。

除了把逻辑关系理顺，紧接着就是把文字改
精美简洁，字数越少越好。 能用一句话概括的决
不用一段话， 几个字能说明白的不用一句话，不
要过于溺爱自己的文字，可有可无的文字坚决删
去，敢于忍痛割爱，决不能以文害义。

当然，搜肠刮肚，憋了好多天 ，才想到几句
自认为很精彩的话， 不管有没有必要硬要把它
加进去，舍不得删掉 ，这也是我们文章不够精炼
的原因。 俗话说“敝帚自珍”，有人打趣说“老
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 偏自己的文
字 ，像偏爱自己的孩子 ，这是许多人的习惯 。 实
际上就是等于往牛奶里面兑水 。 看上去满满一
桶 ，真正的奶就是那么一点 。 把文章写简练是一
种硬功夫 ，文章短不单纯是文字少 ，而是内容的
高度凝练梗概 ，以少少许，胜多多许。

文章刚写完，头脑处于兴奋状
态 ，“身在此山中”，一些毛病不容易发现。如果
不是太急的话，不妨放些日子 ，就会发现问题 。
文章写不下去不要硬写，说不定过一阵 ，会有新
的思想火花 ，带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 。

我曾经有一篇 《造就高素质的党务工作者
队伍》的文章，当时观点比较新 ，但写了半天 ，
写不下去了。 没办法，丢到那里 ，过了一到两个
月 ，突然间又想到了好点子 ，接着把它写完。 后
发表在《经济日报》 1995 年 9 月 18 日 ，结果还
在中组部举办的征文中得了个全国二等奖 ，并
受邀参加全国理论研讨会。

有些时候一篇文章不是立即就能成篇的，
特别是某些时效性不强的， 我觉得可以先把自
己一闪念的见解 ，先搞成一个半成品 ，放一段时
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写出好文章来。 平常有
什么偶然闪光的东西 ，做个提纲要点 ，把火花式
的一闪念 ， 随手记下。 也可以把题目观点先写
下，随时补充，不断完善 ，丰富成篇。这样的文章
往往是比较好的。
（预告：下期将刊登《把文章写好靠什么》。

敬请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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