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语言的模糊性与模糊语言

!"! 关于模糊与模糊语言

德国大哲学家康德在!"世纪就说过：“模糊观念

要比清晰观念更富有表现力。⋯⋯我们并不总是能

够用精确语言表达我们所想的东西。”!#$%年美国数

学家查德从科学意义上研究了“模糊”这个概念，人

们对数学中模糊性与精确性的关系取得新的认识，

他认为：任何事物都在不断地运动、发展、变化中存

在，其过渡的、中介的形态是难以绝对精确判定的；

同时各个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渗透、转化的形态，

也是无穷多样，往往是亦此亦彼的，所以事物只有在

它的中心部是明晰的，它的周缘地带都是模糊的。这

一观点被现代语言学家所接受，形成模糊语言学。〔!〕

模糊语言是指外延不确定、内涵无特指的弹性语言，

具有概括性的特点。

!"# 语言的模糊性是客观存在的，是社会生活

所不能废除的

语言的模糊性是客观存在。语言的模糊与同语

言的含混性不一样。人们在社会交际中常常要消除

语言的含混性，提高语言的精确性，减少某些模糊

性。但实际上在人与人的交往中，特别在社会生活而

不是在通常的科学研究中，却要承认这种模糊性，在

很多场合，不但不能或不该消除这种模糊性，还要利

用这种模糊性。如日常生活中说，“她真美”。“美”实

际上是一个模糊概念，且不说审美观念不同，就是审

美观念一致了，承认不承认她美，也不容易达到一

致。但是日常社会生活却也满足于“她真美”这样的

模糊语言，彼此心领神会，虽然几个人同时说“她真

美”这句模糊语言时，每人心目中美的程度是不相等

的，在这里没有精确性，而只要求一种模糊性。日常

生活中存在大量的模糊性，在某些场合，人们甚至不

去追求准确性，而宁愿要模糊语言。

!"$ 交际中模糊性与精确性既对立，又统一

按照形式逻辑，模糊语言同精确语言是相对立

的。然而科学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越来越要求信

息表达的精确性，却不能绝对排斥模糊语言。第一，

人类社会生活是复杂的，而且趋势不是走向简单化，

而是更加复杂化。要适应这种复杂性，在语言交际的

过程中，任何场合、任何情景、任何语境都使用绝对

精确的语言是办不到的，有时反而是不利的。第二，

模糊性与精确性的对立，是辨证的统一，不能认为&
即是&，’即是’。“辨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

固定不变的界限（()*+ ),+ -)./ 01,2.），不知道什么

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3〕。

# 模糊语言的运用

过去和现在出版的诸多应用写作教材和著作，

大都强调要运用准确或精确的语言。这无疑有其正

确的一面。但是有的教材或著作却忽视甚至完全排

斥在应用写作中使用模糊语言，把模糊语言视为应

用写作的“禁区”，以至误导了读者。在实际操作中，

也确实有许多人存在着这样的误解：不能使用模糊

语言。其实，应用写作中不但不能排斥模糊语言，而

且还必须正确和适当地运用模糊语言。这是应用写

作的一种客观事实和规律。

#"! 模糊概念的客观存在需要在应用写作中

运用模糊词语来表达这些概念

应用写作中大量使用模糊概念和模糊词语。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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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小康

过渡；少数地区已实现小康；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少

数地区，人民生活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善。”这里的“绝

大多数地区”、“少数地区”、“不同程度”都属于模糊

概念和模糊词语。“绝大多数地区”说明地区之多；

“少数地区”说明地区之少。“绝大多数”与“少数”之

间的边界也是模糊的。正由于恰当地运用了这些模

糊概念和模糊词语，才能准确地反映出我国的客观

情况，使表达更简洁、清晰。

!"! 多样化的客观世界中存在着大量模糊不

清的人、事、景、物和因果象，需要在应用写作中运用

模糊语言来表述

例如：“最近接中共中央信访局转来南京邮电学

院领导同志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我们也收到北京

市高教局的报告，都反映高等学校在处理退学学生

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由于各种原因，每年全国高等学

校总有一些学生退学或被处理出校。尽管教育部在

《高等学校学生学籍管理的暂行规定》中，对这部分

学生的处理有明确规定，即：‘在职职工回原单位。因

病退学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可以

退回父母所在地’，但是，在实际执行中，有些单位以

‘教育部文件对我们没有约束力’为借口，往往拒不

接受。这不仅给这些学生造成困难，也影响学校的工

作。”〔!〕这里使用的“最近”、“各种原因”、“总有一些

学生”、“有些单位”、“往往”等，都是反映模糊事物和

现象的模糊语言。“最近”表明距现在很近的时间，是

模糊的。它不确指某年某月某日，却包容了一个时期

工作中的问题出现的时间范围。不但灵活，而且弹性

很大。“各种原因”也是模糊的。它包括已查明的和

未查明的、一般的和个别的、简单的和复杂的、主观

的和客观的各种现象和原因。这比确指某种具体原

因的范围广、容量大。“总有一些学生”说明此现象的

普遍性和必然性，但是这些学生出自哪些学校，具体

是什么人却是模糊的。“有些单位”和“往往”表明不

是个别现象，有一定普遍性，但所指的单位却是模糊

的，它不确指具体单位，不但包含了已经发生这种

“拒不接受”现象的单位，而且还包括将要发生这种

现象的单位，其对象更广泛、更灵活。这些模糊语言

的运用不但准确地反映了客观对象的模糊现象，而

且行文简洁，符合公务文书写作的行文要求。要是把

这些模糊语言所虚指的时间和“各种原因”具体列

出，并将“一些学生”和“有些单位”的名单排列出来，

不但行文罗嗦，而且也概括不了客观存在的模糊现

象。

!"# 人的思想意念和主观世界存在着模糊性，

在应用写作中需要运用模糊语言来表达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即使达到非常清晰的地

步，也不可能跟客观事物和现象完全一样。也就是

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既有清晰和精确的一面，也

有模糊不清的一面。在应用写作中涉及人的思想意

念和主观认识时，往往运用模糊语言来表述。例如：

“党的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指导意义、

科学体系和时代精神作了新的阐述，创造性地运用

邓小平理论解决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一系列

重大问题取得了新的成果。这表明我们党对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深入学

习邓小平理论，必须同学习党的十五大报告紧密结

合，在对邓小平理论的科学认识上，在运用邓小平理

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上，在改造主观世界的自觉

性上都有新的提高，努力使学习和工作达到党的十

五大要求的新水平。”〔"〕 这里说的“一系列重大问

题”、“新的成果”、“新的高度”、“新的提高”、“新水

平”等都是模糊语言。因为在思想理论认识上这些问

题就存在着模糊性，很难有一个具体而清晰的界限。

!"$ 语言本身存在着大量的模糊词语，应用写

作不可避免要运用

例如名词中的幼年、童年、少年、青年、壮年、中

年、老年、凌晨、早晨、上午、中午、下午、傍晚、夜晚

⋯⋯；形容词中的大、小、多、少、重、轻、前、后、左、

右、上、下、内、外、高、低、远、近、好、坏、美、丑、善、恶

⋯⋯这些词语都是模糊词语。所谓模糊词语并不是

说这些词语的整个语义都是模糊的，就其语义中心

而言并不模糊。只是这些词语的语义局部或边界模

糊。例如“中年”，就其语义中心而言不模糊，一般指

三、四十岁的人，但与“青年”和“老年”之间的边界是

模糊的。此外，“大 ”与“小 ”、“多 ”与“少 ”、“重 ”与

“轻”、“高”与“低”、“远”与“近”之间的边界也是模糊

的。又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恢复和发扬

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极大地促进了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同时也要看到，那种照抄

照搬、断章取义、搞形式主义，说的是一套做的另一

套的不良风气，仍在党内包括少数领导干部中严重

存在。”〔#〕在这里短短的两个句子中就用了“极大”、

“不良”、“少数”、“严重”等四个模糊词语。

!"% 客观事物和现象是无限的，而语言是有限

的，以有限的语言表述无限的事物和现象，需要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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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语言

这是模糊语言在社会交际活动及应用写作中运

用和存在的根本原因。正如马克思所说：“物的名称，

对于物的性质，全然是外在的。”有些名不可能完全

符合于物，名更不可能包含物的一切状态和情况。而

且某一个事物和现象往往是由多重属性和无限个节

点组合成的运动连续体。语言只能截取其运动过程

中的某一个节点进行界定，据此下定义，给它命名，

而不能兼顾和包容其所有的属性和节点。正由于有

限的语言永远不能具体概括和表述无限的客观事物

和现象，因而在应用写作中不可避免要使用模糊语

言。模糊语言有不确指的模糊度和范围，也就是说有

较大的弹性和灵活性，却能准确地概括和表述某些

无限的客观事物和现象。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一百七十条：

伪造货币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

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伪造货币集团的首要分子；

（二）伪造货币数额特别巨大；

（三）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这里的“数额特别巨大”、“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即属于模糊语言和模糊表述。由于罪犯伪造货币的

数额难以用具体精确的语言来确指，而用“特别巨

大”的模糊语言却能准确地概括百万、千万、万万以

至无限的数额。伪造货币特别严重的情节在客观上

也是难以用具体精确的语言来确指，实际上也是无

限的。而用模糊语言“其他”却能准确地概括（一）和

（二）款之外的一切严重犯罪情况。

!"# 从作者主观意图上来说，有时为了达到特

殊的表达目的和实现特殊的表达效果，需要在应用

写作中运用模糊语言

这在制订外交文件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例如

!""#年!!月!$日正在中国访问的韩国总统金大中

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举行了第一次首脑会谈，双

方就加深两国关系，构筑面向$!世纪的“合作伙伴关

系”达成了共识。但在“合作伙伴关系”之前是否加

“全面”一词来修饰，双方存在分歧。当时日本媒体共

同社北京!!月!$日报道：“在%$日于北京举行的中韩

会谈中，韩国总统金大中希望用‘全面’一词来表述

两国合作伙伴关系的范围，但中国没有同意用这一

措辞。而只是用了‘合作伙伴关系’这样的暖昧性措

辞。可以说，中国采取这种态度是对正在注视中韩两

国接近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鲜）的照

顾。因为如果用了‘全面’一词，就会给人以中韩两国

关系的加强已深入到政治和安全保障方面的印象。”

这里评述“合作伙伴关系”是“暖昧性措辞”，换句话

说即是模糊词语。使用这样的模糊词语来定位中韩

两国关系，确实使我国在外交上很主动。一方面既发

展了我国与韩国多方面的“合作伙伴关系”（文字措

词上不用“全面”一词，事实上并不妨碍两国在各方

面的合作）；另一方面又照顾了我国与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做到了双方对等、一视同仁。这

就达到了特殊的表达目的和实现了特殊的表达效

果。实际上此后中韩两国关系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一

点。

$ 模糊语言在应用写作中的适用范围

$"% 某些表述涉及的对象广泛，彼此间缺乏明

晰的边界，无法一一列举，可用模糊语言来表述

例如：“共产党员是以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为其根

本宗旨的，他们艰苦奋斗，流血牺牲，不是为个人利

益，而是为广大人民谋福利。但有些党员已经背弃了

这个宗旨，他们为着追逐个人私利，不择手段，投机

倒把、走私贩私、贪污盗窃、行贿受贿、侵吞哄抢国家

财资等等，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条件。”〔&〕这里的

“有些”、“等等”即是模糊语言。“有些”党员，说明党

内确有这些成员，但这些成员的分布广泛，又无法具

体确指是哪个地方、部门、单位党的组织成员，只能

以“有些”来表述其存在。“等等”是概指类似于“投机

倒把、走私贩私、贪污盗窃、行贿受贿、侵吞哄抢国家

财资”的一系列行为和现象，这是无法一一列举的，

然而用模糊词语“等等”则可以概括此类行为和现

象。

$"! 涉及预测、推断、不确定的内容时，难以用

具体、精确的语言来述，却可用模糊语言来表述

例如：“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

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

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关系到$!世纪社会主义事业

的全局。”〔’〕这里用“数以亿计”、“数以千万计”、“巨

大”等模糊语言来表述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

“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专门人才”及“人力资源”这些

涉及预测、推断、不确定的数字内容，是比较恰当的。

因为对这些预测、推断的数字是无法作出具体、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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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述的。

!"! 公务文书或法规性文件中有些概括性和

灵活性的内容不宜用具体、精确的语言来表述，却可

以用模糊语言来表述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八条：

下列商品和服务价格，政府在必要时可以实行

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

（一）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的极

少数商品价格；

（二）资源稀缺的少数商品价格；

（三）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

（四）重要的公用事业价格；

（五）重要的公益性服务价格。

这里的“必要”、“重大”、“极少数”、“少数”、“重

要”都属于模糊语言。“必要”时，是便于政府根据实

际情况在必要的时候实行指导价或定价。在“必要”

与“不必要”之间就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弹性。而“重

大”、“极少数”、“少数”、“重要”等也都具有较大的概

括性和灵活性及弹性，用它们来表述这些商品的数

量是比较恰当的。因为政府在必要时实行政府指导

价或者定价的这些商品，不可能固定地列出具体、精

确的数量。

!"# 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反动言论、丑恶

现象内容时不宜用具体精确语言来描述，可用模糊

语言来表述

如有一份一审刑事判决书这样写被告人余""
的犯罪事实：“被告人余""在出版社任职期间，道德

败坏，玩弄妇女，于"年二、三月间，以欺骗手段将该

社职工有夫之妇吴"奸污。同年六月起，又将该社职

工有夫之妇徐""骗奸。后因徐##坚决拒绝与他来

往，余""遂于"年"月"日晚"时许，闯入徐""的宿舍，

乘徐""不备之际，用其围巾将徐""勒死，”这里用

“玩弄妇女”、“欺骗手段”、“骗奸”、“来往”等模糊语

言，既揭发了被告人的罪行，又避免了具体描述。

综上所述，模糊语言的概括性特点，能以较少的

文字表达尽可能丰富的内容。因此，在应用写作中准

确、恰当地使用模糊语言，能更好地为表达目的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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