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文是实施管理的有效工具，它是人类社会发

展到一定阶段后自然产生的。为了使各项工作更

加规范化，更加高效，更加科学，人们在实践中自然

而然地使用了公文。公文的产生，是随着文字的出

现，社会生产的发展与国家(部落)的出现而逐步产

生的，是人类由个体信息阶段进入社会信息阶段，

出现了“官方”信息需要后的产物。我国古代最早

的一部经典著作《尚书》就是一部公文作品集，其中

《甘誓》即夏启讨伐有扈时发布的军事动员令。曹

丕在《典论·论文》中写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

朽之盛事。”可见古人非常重视公文写作。

现代社会人们也非常重视公文写作。现代公

文写作要求写作者具有极强的政策意识、严密的思

维能力和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这样写出来的公文

才有实践意义，才能达到为现实服务的目的。公文

写作从古到今都不容忽视，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

史上的公文写作那里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

示。本文通过对历史上一些具体公文的分析，试图

从中找出一些对现代公文写作有益的原则，并进一

步佐证现代公文写作的一些固有原则与方法，不当

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公文文本
（一）用词力求准确

现代公文写作认为“准确是公文语言的核心和

关键。实现公文语言的准确性要认真辨别词义，选

用贴切的词语；注意词语的感情色彩。”[1]古代公文

写作在这点上与现代公文写作是极其相似的。

据《隋书·潘徽传》载[2]，隋文帝杨坚受禅后，派

遣魏澹为“聘陈主使”出访陈朝。完成使命后，魏澹

致书陈后主，表示感谢，里面有“敬奉”一词。但是

陈朝负责接待工作的客馆令潘徽却以魏澹的感谢

信用词有问题为由，拒绝接受和转奏。他认为应把

“敬”字改为“伏”字，这样才能表达出对陈后主深刻

的敬意，而用“敬”字是无法表达出来的。双方为此

引经据典，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因“澹不能对，

遂从而改焉”而结束。陈朝占据了上风。尽管从现

代人的角度来看，他们争论的用意只是为了妄自尊

大，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双方这样做实则是为

了最大限度地维护本方的利益。

（二）语句应明白简洁

现代公文写作要求公文应当做到“内容简

洁，……文字精炼”[3]，内容上不可枝枝蔓蔓，要直奔

问题的核心，同时在文字表达上要做到点铁成金，

“一字入公文，九牛拔不出”。古代优秀的公文在这

一点上做得极好。

诸葛亮《街亭自贬疏》[4]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个

字，却写出了对于丢失街亭这一重大事件的处理过

程。第一句写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皆因

自己授任无方，写出了请求自贬的原因：丢失街亭；

第二句写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

当，则分析原因，直言己罪，主动承担责任：自己用

人不当；第三句写自贬三等，以督厥咎，提出惩罚自

己的措施。这份公文逻辑严密，行文流畅，写得明

白简洁，实在令人赞叹。

（三）不应过分使用典故

公文不是不能使用典故，但是一定要使用那些

普通人都能理解的典故，以达到雅俗共赏的效果。

如毛泽东同志的公文中写过的如来佛祖、愚公等人

物，可以说只要粗通文墨就可以理解。公文写作最

忌隐晦含蓄，提倡开门见山，态度明确，这样才不至

于产生歧义和误解。

古代一些优秀的公文给我们提供了较好的例

子，欧阳修上宋仁宗书论及朋党时所用典故极为精

当，“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

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

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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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

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

下亦大治。”[5]他知道宋仁宗非常想做一明君，所以

就举上古时期的名君做例子，论述君子之朋与小人

之朋的区别，打动了宋仁宗，此处恰当用典发挥了

较大的作用。

二、公文写作过程
（一）写作过程应该又快又好

现代公文处理工作有两条重要原则，即“准确

规范和精简高效”[6]。其中“精简”指要尽量少发文，

“准确规范”指的就是公文应该写好，这样才能真正

做到“高效”。古代一些优秀公文可以说是做到了

又快又好，理应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

据《旧唐书·房玄龄传》载[7]，初唐贤相房玄龄才

能出众，办事办文能力均极为出色。唐太宗李世民

未登基前曾为秦王，为唐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

劳。房玄龄曾在秦王府辅佐其十余年，掌管文书机

要，每当有军书表奏，往往驻马立成，且文简意赅，

连草稿都不用打。唐高祖李渊曾对左右说：“此人

深识机宜，足堪大任。每为我儿陈事，必会人心，

千里之外，犹对面语耳！”又据《旧唐书·岑文本传》

载[8]，初唐名臣岑文本，唐太宗时曾任中书令，“博考

经史，多所贯综，美谈论，善属文。”他在中书省值班

时，如果事务繁剧，多种公文需要拟发，他就随口传

授，六七个书童依次抄写，须臾之间，繁多公文都被

拟好，无不切中要旨。

现代公文的写作与办理也有一定的时间要求，

有时要求急些，有时则没有那么紧急，这主要是根

据公文内容来确定的。古人有“倚马立就”之叹，现

代公文写作实践中“快手”与“能手”也经常受到人

们的赞扬。但是当前的公文写作实践中，许多急就

章却未必就是精品。文风浮躁，敷衍塞责，滥竽充

数，鱼目混珠之作比比皆是。办文就是办事，为了

提高工作效率，促进工作更好开展，自然需要我们

又快又好成文，这是不言而喻的。

（二）写作过程应该严格保密

公文写作是代集体立言，为公家办事，自然应

注意保密。在写作过程中，不论事情重要与否，保

密制度还是应该严格遵守的。

据《唐语林校证》载[9]，唐德宗时韩皋由中书舍

人改任新职，很想知道自己将任何职。当时中书省

有严格的禁令，不能向文书起草者打听消息。但由

于事涉自己，实在忍不住，就向文书执笔者吕渭打

听自己将任何新职。吕渭作为中书舍人，当然不会

告诉他。韩皋就威胁吕渭说：“你不告诉我，我就当

场把诏书抢过来，我们两人就一同被降职。”吕渭被

逼无奈，只好告诉他将被升为御史中丞。韩皋听后

非常失望，马上要去找宰相反映自己的意见。吕渭

不让他去，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别人就会知道是自己

泄漏消息，于是就扯着韩皋不让他去，把他的朝靴

和记事笏板也抢夺下来，两人为此一直吵嚷到午后

三刻，韩皋最终没有去成。据《新唐书·韩皋传》记

载[10]，韩皋为人正直，敢作敢为，“有大臣器”。上任

后工作做得相当不错，最终官至尚书左仆射。在这

件事上，韩皋知法犯法，私下打听消息，违犯了文书

保密制度和文秘人员工作纪律。并且威胁吕渭，在

工作场所与其争吵，影响非常不好。所幸的是，吕

渭最终没有让韩皋出门，没有让此事扩散出去，表

现还是值得称道的。现代公文处理工作要求“公文

处理工作应当坚持安全保密的原则。”[11]在这一点

上，两者是一致的。

三、公文写作主体
（一）应结合实际，立论高远

公文是为现实服务的，这是它的实用性的具体

体现。但是，公文写作主体却不能过于现实，见山

是山，而应有一定的预见性，这样才能更好地为现

实服务。

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12]，李斯是楚国上蔡

（今河南）人，“年少时为郡小吏”。后由于才能出

众，成为秦王赢政的长史。公元前237年，秦王发布

了驱逐在秦国为官的他国人的命令。李斯由于是

楚国人，自然也在驱逐之列。但他在离开之前，给

秦王写了一封信，即《谏逐客书》。他从秦国一统天

下的高度立论，用精练而又富有气势的语言，列举

大量历史事实，说明客卿辅佐历代秦王的功绩，反

复阐明驱逐客卿的危害，力劝秦王为成就统一大业

而广揽人才。文章词强理壮，雄辩滔滔，秦王读后

深受感动，于是取消了逐客令。李斯也因此得到了

秦王极大的器重，他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施展，为

秦国扫清六国一统天下立下了赫赫功劳。可见，

“自古以来，文章知己即知音。要与领导人建立起

知己知音的关系，……一要依靠个人长期艰苦卓绝

的努力；二要依靠历史时代赋予的宝贵机遇。”[13]这

两点李斯都具备了。

公文写作的最终目的就是有力地推动实践的

发展。有研究者认为“公文写作的标准有四个方

面，即理论标准、实践标准、法规标准、利弊标准。”[14]

这是从现代公文写作的角度说的，古代公文写作更

多注重的是实践标准，因为公文是为现实政治服务

的，当时的最大现实就是秦王欲一统天下。李斯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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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此点立论，强调人才的重要性，阐明了一个道理：

不管是哪国人，只要对秦国统一天下有利，都应该

受到秦国的重用。从李斯以后的人生道路和政治

发展来看，这一篇雄文发展了秦国，也发展了自

己。李斯达到了公文写作的短期效用的高峰。现

代公文写作中也不乏类似李斯之人，他们兢兢业业

为事，踏踏实实为文，为组织与信仰竭尽忠诚与心

血，既发展了组织，也发展了自己。

（二）有所不为，执道而行

公文写作主体不只是为所服务的领导办文办

事，同时还要发挥其参谋作用，为领导和自己所处

的组织做好智囊。要从长远来考虑问题，不计毁

誉，坚持真理，行大道，办正事。

唐末天下大乱，冯道投靠河东监军使宦官张承

业，由于能力强，张承业把他推荐给了晋王李存勖，

他被任命为河东节度掌书记。李存勖率军与后梁

夹河对垒时，大将郭崇韬要求其裁撤闲散人员，精

兵简政。李存勖认为此议不可行，非常生气，叫来

冯道要他马上起草文告，请求“避贤路”，自己回太

原去，让郭崇韬在这里指挥算了。他们二人是军中

主要统帅，发生不和，闹到如此地步，对于晋军是很

不利的事。冯道“执笔久之”，始终无法写下一个

字，李存勖在旁边催促他快写。冯道“徐起对曰：

‘道所掌笔砚，敢不供职。今大王屡集大功，方平南

寇，崇韬所谋，未至过当。阻拒之则可，不可以向来

之言，喧动群议，敌人若知，谓大王君臣之不和矣。

幸熟而思之，而天下幸甚也。’”[15]不久，郭崇韬亲自

来向李存勖道歉，两人和好如初。当时许多人都十

分佩服冯道的胆量。我国历代都把立言视为与立

德、立功相提并论的不朽之事，公文写作主体之

“言”可以影响时局变动，圣贤大儒之“言”可以影响

思想人心，某种程度上公文写作主体之“言”与圣贤

大儒之“言”几可相提并论。

如果领导所做之事于大局不合适，对于公文写

作人员是顺其意旨还是执道而行呢？冯道为我们

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李存勖骁勇善战，胆略过人，

但他治国无术，用人无方，身边养了一大群吃闲饭

的人，而且重用宦官和伶人，猜忌大臣。对于这样

的领导，冯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他收回了成

命，维护了大局的稳定，也为公文写作人员有所不

为作了一个生动的注脚。

公文写作是为现实服务的，这是它的短期效

用；但是同时还要考虑做人的“大道”，即真正地忠

诚与负责，即使受到不公正待遇也要如此。就像许

多地下工作人员一样，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信仰，即

使同时受到自己人和敌人的攻击，也仍然努力地去

完成任务。如果冯道老老实实地为李存勖写了这

篇公文，势必会收获一时的成功，取得公文写作的

一时的效果。但是从长远来看，这却极不利于自己

所处集团的发展，他甘冒生命危险，以不写而收写

之长远之功效，为我们公文写作人员正确处理公文

写作的短期效用与长期效果树立了优秀的楷模，值

得我们学习。

综观上文，我们可以发现古代公文写作的某些

原则与现代公文写作是一致的。有研究者认为“现

代公文写作的语言一般要平易朴实、准确严谨、简

要详明、庄重大方、明确得体。”[16]古代公文写作在文

本上用词力求准确，反对过分修辞和用典故；在写

作过程上强调严格保密；在写作主体上强调结合实

际，立论高远，这些几乎都与现代公文写作相同。

但是也有一些原则是我们现代公文写作所不

具备的，如写作过程应又快又好，写作主体应有所

不为，执道而行。作为现代公文写作者，我们应在

思想上、材料上、文字能力上等早做准备，这样一旦

有写作任务，就会保质保量地及时完成，真正做到

又快又好。同时，我们还应不断提高个人政治修养

和业务水平，既为组织的现在殚精竭虑，也为组织

的未来早做谋划。有人认为现代公文写作者“一要

加强政治理论素养，二要提升创新思维品质，三要

增强语言表达能力”[17]。其实还应加上一条，即要做

一个真正的大写的人——不计个人毁誉坚持真理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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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 Chao-li, HE Lu-lu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500)

Abstract: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ituations have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while the reigning posi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ability to govern are fac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ur party

timely proposes the mass line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which the main content includes thought for people being

practical corruption-free. In the era of Internet, we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eans to innovate the mass line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in this way to play twice as much can be accomplished with

half the effort. Using the new media, such as micro-blog, wechat, micro-film, micro-course, improves the social

participation mechanisms, and develops the masses’enthusiasm, initiative and creativit to, concert efforts for the

Chinese dream that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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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ricted View of Modern Value of Ancient Official Documents

HE Yu-xin
(Henan Information and Statistics Vocational College, Zhengzhou, Henan 450008)

Abstract: Through specific examples, we can discover that ancient official documents require accurate words

on the text and object to excessive rhetorics and classical allusion. It puts emphasis on keeping the writing process

and contents secret, and making a point lofty with reality, which are the same a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modern

official document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some principles that are not required in the modern official documents.

For example, writing process should be fast and fine; writing subject should adhere to the truth.

Key words: writing; ancient official documents; modern official documents;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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