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周良书ꎬ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ꎬ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ꎬ主要从事中共党史、执政党建设研究ꎮ

　 学人论语
«学术界»(月刊)

总第 ２９２ 期ꎬ２０２２. ９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Ｎｏ. ９ Ｓｅｐ. ２０２２

中共党史文章的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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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党史文章一般由导言、正文和结论构成ꎬ各部分写法也各有不同ꎮ 具体来说ꎬ导言应当精致ꎬ有悬

念ꎮ 写法主要有两个:一是“冒头法”ꎬ二是“破题法”ꎮ 正文应当丰满ꎬ有内容ꎮ 这里要把握三个环节:一是“均

衡布局”ꎬ二是“有序排列”ꎬ三是“合理熔裁”ꎮ 结论应当果敢ꎬ有力量ꎮ 对此ꎬ党史研究者可用“首尾呼应”“画

龙点睛”“提纲挈领”“补述题蕴”“发人深省”等各种方法ꎮ 这是就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等一般党史文章写作而

言的ꎮ 除此之外ꎬ还有会议文章、纪念文章和党史札记三类体裁在党史研究中也比较常见ꎮ 它们与一般党史文

章ꎬ虽有相同之处ꎬ但在题材性质和表达方式上却大不一样ꎮ 这也是写党史文章时需要关注的问题ꎮ
〔关键词〕写法ꎻ党史研究ꎻ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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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篇文章或著作ꎬ一般由导言、正文和结论

构成ꎬ各个部分又有各自的分工ꎮ 导言一般是引

入话题ꎬ并简要提示本文的创新点ꎮ 正文可以再

细分成若干板块ꎬ从几个方面论证文章的观点ꎮ
结论是对论据和论点的总结ꎬ最好在理论或意义

上有个提升ꎬ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ꎮ 古人有句形

象的话ꎬ叫“凤头、猪肚、豹尾”ꎬ很有道理ꎮ “凤
头”是说导言要精致ꎬ有悬念ꎻ“猪肚”是说正文

要丰满ꎬ有内容ꎻ“豹尾”是说结论要果敢ꎬ有力

量ꎮ “书有体裁ꎬ文有法度ꎮ”在党史研究中ꎬ我
们也应当遵守这样的“法度”ꎮ

一、难在开局

“文章起头难”ꎬ这确是作者的甘苦之言ꎮ

因为读者要看他能否提出有趣话题ꎬ有无新颖的

观点ꎬ或者大胆的设问ꎬ以形成一个悬念ꎬ吸引人

家看下去ꎮ 如果开头抓不住人ꎬ读者就看不下去

了ꎮ 这里的关键是ꎬ怎样找到一个合适的开头方

式ꎮ 其实ꎬ一篇文章千变万化ꎬ但目的无非是要

提出一种主张ꎮ 现在略去那些细节不说ꎬ单就主

张的提出来看ꎬ最基本的也只有两种方式:一是

“冒头法”ꎬ二是“破题法”ꎮ
“冒头法”ꎬ就是讲求“曲径通幽”ꎬ其特点是

曲、远、缓ꎮ 作者一般不马上接触本题ꎬ而是先来

一个发端ꎮ 比如ꎬ«诗经»中有一篇«关雎»ꎬ它的

开头是:“关关雎鸠ꎬ在河之洲ꎬ窈窕淑女ꎬ君子好

逑ꎮ”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冒头法”ꎬ叫“由兴起

题”ꎬ即先说雎鸟相向合鸣ꎬ然后兴起君子与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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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恋合欢的主题ꎮ 除此之外ꎬ还有义中取题、因
事引题、借题发挥等其他具体方法ꎮ 下面举两篇

党史文章加以说明ꎮ
比如ꎬ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

文的开头是:“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

友?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ꎮ”然后说明中

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ꎬ其基本原因就是

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ꎬ以攻击真正的敌人ꎮ
最后归结到本题上来:“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ꎬ
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

革命的态度ꎬ作一个大概的分析ꎮ” 〔１〕 再如ꎬ他另

一篇文章«新民主主义论»的开头是:“抗战以

来ꎬ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ꎬ大家以为

有了出路ꎬ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ꎮ 但是近来

的妥协空气ꎬ反共声浪ꎬ忽又甚嚣尘上ꎬ又把全国

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ꎮ” 然后提出 “中国何处

去”ꎬ强调“说明一下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动

向问题”ꎬ“也是有益的”ꎮ 最后归结到本题上

来:“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ꎮ〔２〕

“破题法”ꎬ就是讲求“开门见山”ꎬ其特点是

直、近、急ꎮ 作者通常不用什么发端ꎬ马上就触到

本题ꎮ 比如ꎬ韩愈«师说»一文的开头是:“古之

学者必有师ꎮ 师者ꎬ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ꎮ” 〔３〕这

篇文章起笔只有两句话ꎬ却把师道说得如此郑

重ꎬ成为全文的纲领ꎬ它批评士大夫不尊师道的

做法ꎬ读来使人既感理至ꎬ又觉新异ꎮ 这就是一

个很典型的“破题法”ꎬ叫“开宗明义”ꎮ 除此之

外ꎬ还有落笔入题、直述题意、反破题旨等其他具

体方法ꎮ 下面也举两篇党史文章加以说明ꎮ
比如ꎬ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文开篇破题ꎬ说明“战争的规律”“革命战争的

规律”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ꎬ这是任何指导

“战争”“革命战争”“中国革命战争”的人ꎬ“不能

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ꎻ然后点题:“我们

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ꎬ还要研究特殊的革

命战争的规律ꎬ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

争的规律ꎮ” 〔４〕再如ꎬ他另一篇文章«人的正确思

想从哪里来的?»ꎬ直接发问:“人的正确思想是

从哪里来的?”然后再问再答:“是从天上掉下来

的吗? 不是ꎮ 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 不是ꎮ”
这样拨开云雾ꎬ达到一笔成局的效果:“人的正确

思想ꎬ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ꎬ只能从生产斗争、阶
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ꎮ” 〔５〕

当然ꎬ无论是“冒头法”ꎬ还是“破题法”ꎬ都
要简洁明快、富于变化ꎮ 一篇文章的开头若出现

以下情况ꎬ就很不好了ꎮ 第一ꎬ滥用模式ꎬ落入俗

套ꎮ 这类文章或平淡无味ꎬ或矫揉造作ꎬ会让人

产生不快之感ꎮ 第二ꎬ扣题不紧ꎬ上下不通ꎮ 有

的文章入题虽快ꎬ但由于思路不清ꎬ文字安排不

当ꎬ也会给人游离之感ꎮ 第三ꎬ落笔太远ꎬ入题太

慢ꎮ 常常是交代过多ꎬ好几段文字还未触及正

题ꎬ这又给人绕远之感ꎮ 所以ꎬ文章开头既不能

太平ꎬ也不要太长ꎬ否则就不是“凤头”了ꎮ
然而这也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ꎮ 其实ꎬ从内

容上看ꎬ“文章起头难”ꎬ还有更深一层原因ꎮ 这

好比画家面对一幅白纸ꎬ总要费许多踌躇ꎬ去思

考应在哪里下第一笔ꎮ 但一个成熟的画家就不

会这样ꎬ他在一笔未下之前ꎬ就已思考停当ꎬ心中

早有了全幅的布置ꎮ 布置既定ꎬ在哪里下第一笔

本是理所当然的事ꎮ 作文也是如此ꎮ 作者在一

字未写之前ꎬ整篇文章就应该活在胸中了ꎮ 这时

候ꎬ用什么方法开头ꎬ自然不必下额外的功夫ꎮ
但若不能胸有成竹ꎬ开头确是一件难事ꎮ 并且ꎬ
岂止是开头ꎬ下面一段段一句句都将无处不难ꎬ
那简直是盲人骑瞎马ꎬ夜半临深池了ꎮ

因此ꎬ从这个意义上说ꎬ“文章起头难”ꎬ是
难在对所要论说的对象缺乏彻底的认识ꎬ尚未洞

悉它的内部和外部的种种矛盾ꎬ无法找到解决矛

盾的关键ꎬ以及解决矛盾的入手之处ꎮ 这如同医

生做手术ꎬ不了解人体的复杂结构ꎬ不了解病症

的具体状况ꎬ他就无法正确地下第一刀ꎮ 所以要

解决这个难题ꎬ首先就要对研究对象作全面、深
刻的了解ꎬ并从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中理出一个

头绪来ꎬ找出它的关键ꎬ因为只有解决这个问题ꎬ
才知道话应当从何谈起ꎮ

当然ꎬ这也是与作者的历史意识和主观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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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相关的ꎮ 比如ꎬ«三国演义»讲的是魏蜀吴

三国争斗的历史ꎬ但作者却先从桓灵失政谈起ꎬ
这固然有历史的根据ꎬ但更重要的还在于ꎬ作者

“推其致乱之由ꎬ殆始于桓、灵二帝”ꎮ〔６〕 «水浒

传»这一部大书ꎬ作者也是先从高俅写起的ꎬ因为

不写高俅ꎬ便写一百单八将ꎬ说明乱自下生ꎻ而不

写一百单八将ꎬ先写高俅ꎬ则说明乱自上作ꎮ 所

以金圣叹说:“乱自下生ꎬ不可训也ꎬ作者之所必

避也ꎻ乱自上作ꎬ不可长也ꎬ作者之所深惧也ꎮ” 〔７〕

这表明一部书的起点放在哪里ꎬ是与作者的历史

观以及对这段历史的整体认识密不可分的ꎮ 党

史研究也不例外ꎮ 我们写党史ꎬ若单从 １９２１ 年

写起就不能说明问题ꎬ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ꎬ
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作准备的ꎮ 所以

毛泽东说:“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ꎬ还应该把党

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

下ꎮ 不然ꎬ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ꎮ” 〔８〕

此外ꎬ文章的开头最好还应有明确的问题意

识ꎮ 这个也要费些功夫去琢磨ꎮ 比如«岳阳楼

记»ꎬ作者先说:“岳阳楼之大观”ꎬ“前人之述备

矣”ꎻ后问:“然则北通巫峡ꎬ南极潇湘ꎬ迁客骚

人ꎬ多会于此ꎬ览物之情ꎬ得无异乎?”这里的玄妙

就在于ꎬ先是一个 “备” 字ꎬ后是一个 “异” 字ꎮ
“前人之述备矣”ꎬ恰如论文的“学术综述”ꎬ而
“览物之情ꎬ得无异乎”ꎬ又如论文的 “提出问

题”ꎮ 这种方法我们写党史文章也可以效法ꎮ 也

就是说ꎬ前人的成就ꎬ可以作为借鉴ꎬ它使我们的

研究成为可能ꎬ而前人的不足ꎬ则是将要解决的

问题ꎬ它使我们的研究成为必要ꎮ 这应是 “凤

头”上最精美的地方ꎬ若少了这一点ꎬ论文的创新

就无从谈起了ꎮ

二、重在布局

正文是文章的主体ꎬ它要有丰富的内容ꎬ所
以叫“猪肚”ꎮ 对此ꎬ我们必须用浓重的笔墨来

写ꎬ材料和论证也一定要充分ꎮ 在这方面ꎬ最为

重要的是谋篇布局ꎬ要善于将丰富的内容层次

化ꎬ并用章节来加以区分ꎮ 在安排章节和层次

时ꎬ还应注意它的逻辑性ꎬ要由浅入深ꎬ一环套一

环地展开论述ꎬ使各个章节之间构成有机的联

系ꎬ共同形成一个整体ꎮ 这的确是要大费周章

的ꎮ 因此ꎬ最好事先拟一个提纲ꎬ然后依次书写ꎮ
这个提纲即使不写在纸上ꎬ也得先写在心头ꎬ那
叫作“腹稿”ꎮ 并且ꎬ提纲越详细ꎬ表明想得越清

楚ꎬ写成全篇也就越容易ꎬ只要把扼要的一句化

为充畅的几句ꎬ在需要接榫的地方适当地接上榫

头就是了ꎬ所以还是谋篇布局重要ꎮ 这其中也有

不少需要注意的问题ꎮ
第一ꎬ均衡布局ꎮ 一篇论文在布局上是否均

衡ꎬ不畸轻畸重ꎬ这最能体现作者驾驭文章的能

力ꎮ 首先ꎬ它表现在各章的篇幅上ꎮ 衡量的标准

主要看两条:其一ꎬ每一章所起作用是否明确ꎬ是
否都为全局所需要ꎮ 其二ꎬ各章所占篇幅与其在

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否相称ꎮ 这就要求作者

均衡文字ꎬ使各部分话题大体平衡ꎮ 一般说来ꎬ
拿到一个题目ꎬ作者需先想好它涉及哪些问题ꎬ
并将它们一一列举出来ꎬ然后再合并同类项ꎬ分
成若干部分ꎮ 但是一篇文章的话题ꎬ不会从头到

尾都那么精彩ꎮ 比较精彩、有深刻见解的就那么

几点ꎮ 因此还需进一步思考ꎬ如何合理配置它

们ꎬ使各个部分都能引人注目ꎮ 所以作者要学会

“乾坤大挪移”ꎬ将话题从富余的部分ꎬ移入薄弱

的部分ꎮ 除此之外ꎬ同一个话题也可以采用明

说、暗说、顺说、倒说等各种表达方法ꎮ 其目的就

是要在总体上保持平衡ꎬ使各部分新意迭起ꎬ以
增强文章整体的表达效果ꎮ

其次ꎬ它还体现在史论的关系上ꎮ 这就要求

作者坚持史论结合ꎬ在观点和材料上保持总体平

衡ꎮ 一方面ꎬ理论或观点是文章的灵魂ꎬ是材料

的统帅ꎮ 没有它们ꎬ文章就像一个没有主见的

人ꎬ你既不知道他要赞成什么ꎬ也不知道他要反

对什么ꎮ 并且ꎬ再进一步说ꎬ一切材料是用来说

明问题的ꎬ并不是用得愈多文章就愈好ꎮ 如果一

味地显摆自己的“收藏品”ꎬ反而会让历史害上

“浮肿病”ꎮ 所以我们写文章ꎬ还是要注意讲理

论讲观点ꎬ“不要陷到一件一件历史事件里面去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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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到一件一件事件里面去以后ꎬ只见树木ꎬ不见

森林ꎬ说了许多历史ꎬ反而看不到历史”ꎮ〔９〕 然而

另一方面ꎬ材料又是文章的血肉ꎬ是形成理论或

观点的依据ꎮ 没有材料ꎬ文章就会流于空论ꎬ仿
佛一个虚而不实、羸弱干瘪的人ꎬ缺少生气ꎬ没有

力量ꎮ 事实上ꎬ在党史研究中ꎬ也确有一些文章ꎬ
观点是有的ꎬ但却举不出材料来证明观点ꎬ不能

对观点作深入细致的阐述ꎮ 这类文章ꎬ虽有观点

却没有史实论证ꎬ虽有结论却不能让人信服ꎮ 因

此ꎬ一篇好的党史论文ꎬ就应当是历史和逻辑的

合体ꎬ做到史与论的统一ꎮ
第二ꎬ有序排列ꎮ 文章除了均衡布局以外ꎬ

作者还要考虑到一条ꎬ如何才能做到全篇浑然一

体ꎮ 就像过去盖房子ꎬ用预制板拼接ꎬ在两块板

之间的联结处ꎬ只用铁钩子钩在一起ꎬ相互间并

没有内在联系ꎬ这样的房子实际上还是几大块ꎬ
一遇地震就全塌掉了ꎮ 写文章也是如此ꎬ不能搞

成那样的“板块结构”ꎮ 检验的标准也主要是两

条:其一ꎬ各章是否循序渐进ꎬ逻辑关系是否严密

紧凑ꎬ全篇是否有一条中心线索贯穿其中ꎮ 其

二ꎬ各章内每一节、每一段是否丝丝入扣、相互配

合ꎬ形成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ꎮ 只有符合这两

条ꎬ文章才让人感觉是“流出来的”ꎬ而不是“挤
出来的”ꎮ

这是就内容而言的ꎬ其实文章在形式上也要

讲究这个ꎮ 一篇文章好不好ꎬ中看不中看ꎬ全在

于排列的好坏ꎮ 例如“天地玄黄”四个字ꎬ王羲

之是这样写ꎬ小孩子亦是这样写ꎬ但是王羲之写

得好ꎬ小孩子却写得差ꎬ就是因为排列的关系ꎮ
这种地方要特别注意ꎬ不然虽有好材料好观点ꎬ
也不会受人关注ꎮ 至于排列的方法ꎬ一部分靠训

练ꎬ一部分靠学习ꎮ 一些议论文章ꎬ包括一些文

学作品中ꎬ有许多案例都是可以效法的ꎮ 比如ꎬ
脂砚斋评说«红楼梦»:“事则实事ꎬ然亦叙得有

间架ꎬ有曲折ꎬ有顺逆ꎬ有映带ꎬ有隐有见ꎬ有正有

闰ꎬ以至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

道、暗度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
面傅粉、千皴万染ꎬ诸奇书中之秘法ꎬ亦复不

少ꎮ” 〔１０〕这里面的方法就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ꎮ
有序排列的关键是 “冷热相间” “张弛并

济”ꎮ 清毛宗岗对«三国演义»曾这样评价:“前
卷方叙龙争虎斗ꎬ此卷忽写燕语莺声ꎮ 温柔旖

旎ꎬ真如铙吹之后ꎬ忽听玉箫ꎬ疾雷之余ꎬ忽见好

月ꎬ令读者应接不暇”ꎮ〔１１〕 我们党史研究者也要

学会运用它ꎮ 对此ꎬ胡乔木的意见很重要ꎬ他说:
写党的历史ꎬ“行文要有悬念ꎬ有照应ꎬ有精辟的

议论ꎬ动人的描写ꎬ有大开大阖的章法ꎮ 要改变

过去那种枯燥、干瘪的写法ꎬ使人读起来津津有

味ꎬ爱不释手”ꎮ〔１２〕

第三ꎬ合理熔裁ꎮ 这是文章谋篇布局上的又

一道工序ꎮ 所谓“熔裁”ꎬ就是锻造文章的本体

内容ꎬ剪截文章的语言文字ꎮ 这好比木匠用墨线

来度量ꎬ用斧头来砍削ꎬ使木料整齐端正一样ꎮ
只有经过这道工序ꎬ文章纲领才能明白晓畅ꎬ语言

文字才不致繁芜杂乱ꎮ 这里需要把握两个环节:
一是在内容上ꎬ应撮其机要ꎮ 事实上ꎬ任何

一个笼子都不可能装下所有材料ꎬ任何一篇论文

也不可能涵盖所有问题ꎬ所以作者只该把与中心

有关的内容写进去ꎬ而且要配列周全ꎬ使文章的

主题显露出来ꎮ 这是其一ꎮ 其二ꎬ作者还要考虑

到自身条件ꎬ能否将所有内容连缀成一个有机整

体ꎮ 比如ꎬ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本是每章讨

论一位主要人物ꎮ 除了皇帝(万历)、两位内阁

大学士(申时行和张居正)、一名地方官员(海
瑞)、一名将军(戚继光)ꎬ以及一位哲学家(李
贽)以外ꎬ作者还打算再加进一个人物———王世

懋ꎮ 这是一位饱学之士ꎬ出版过各式各样的书ꎮ
他的观点可以给一个时代增加质感和色彩ꎬ这有

助于读者从特殊角度了解中国的思想史ꎮ 但由

于对他的生平所知甚少ꎬ且无法与书中其他人搭

上关系ꎬ在考虑可读性及一致性之后ꎬ作者也只

好舍他不用ꎮ〔１３〕

二是在文字上ꎬ应裁剪枝叶ꎮ 大凡文章以说

话少、含意多为最妙ꎮ 文章的厚薄ꎬ当由此区分ꎮ
一般说来ꎬ意思少、文章长为薄ꎻ篇无剩句、句无

剩字为厚ꎮ 因此ꎬ那些漫无限制的随意话ꎬ像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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蔓一样伸出去的枝节话ꎬ都要砍削去掉ꎬ不让它

浪费我们的笔墨ꎮ 须知文章之美ꎬ不在多言ꎬ只
要表明意思就得ꎮ 所以刘知几说:“盖凫胫虽短ꎬ
续之则悲ꎻ史文虽约ꎬ增之反累ꎮ” 〔１４〕 除此之外ꎬ
文章段落也要裁剪ꎮ 这当然是由具体内容来确

定的ꎬ但长短也应适中ꎬ这样才能给人美观的印

象ꎮ 段落太短ꎬ显得凌乱ꎻ太长了ꎬ又显得沉闷ꎮ
如果再进一步琢磨的话ꎬ句子的长短也是大有讲

究的ꎮ 一般说来ꎬ有力的话ꎬ句子要短一些ꎬ抒情

的话ꎬ句子要长一些ꎮ 这都是作文时应当注意的

事项ꎮ

三、义在结局

人们常说:“头难起ꎬ尾难落ꎮ”又说:“编筐

编篓ꎬ重在收口ꎮ 描龙画凤ꎬ难在点睛ꎮ”“口”之
所以难“收”ꎬ“尾”之所以难“落”ꎬ就是因为它是

一篇文章走向成功的最后一步ꎮ 这好比相声中

的“收底”ꎮ 相声的结构ꎬ一般分为“垫话” (引
子)、“正话”(正题)、“收底”(结尾)ꎮ 表演就是

一个“系包袱” (抛包袱)和“抖包袱” (解包袱)
的过程ꎮ “包袱”是由夸大或误会所组成的矛盾

的合集ꎮ “系包袱”就是抛出一个难题ꎻ“抖包

袱”就是解答这个难题ꎬ而笑料往往藏在包袱里

面ꎬ包袱一响ꎬ人家哈哈大笑ꎬ这段相声就成功了ꎮ
写文章也是这个道理ꎮ 所以这个部分叫“豹

尾”ꎬ就是要很有力量的意思ꎮ 它要求作者在充

分展开论述ꎬ把问题讲清楚以后ꎬ找个合适的地

方ꎬ将全文有力地刹住ꎬ最好让意思再上升一个

台阶ꎬ使人读后可以举一反三ꎬ感到回味无穷ꎮ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若首唱荣华ꎬ而媵句

憔悴ꎬ则遗势郁湮ꎬ余风不畅ꎮ 此«周易» 所谓

‘臀无肤ꎬ其行次且’也ꎮ” 〔１５〕大意是说ꎬ文章开头

漂亮ꎬ但结尾憔悴ꎬ那它的文势就会抑郁滞塞ꎬ留
下的风味也就不畅了ꎮ 这就是«周易»所说“臀
上无肌肉ꎬ行路难长远”的道理ꎮ 所以ꎬ对此我们

也要多多留意ꎮ 下面谈一点“结尾”的方法ꎬ以
供党史研究者参考ꎮ

第一ꎬ首尾呼应ꎮ 这种结尾方式ꎬ让人的感

受很特别ꎬ仿佛是远涉山水ꎬ然后又回到原点ꎬ坐
定下来ꎬ重新品味往常经历一般ꎮ 极端的例子是

开头和结尾用同样的话ꎮ 如林嗣环的«口技»ꎬ
开头说:“口技人坐屏幛中ꎬ一桌、一椅、一扇、一
抚尺而已ꎮ”结尾说:“忽然抚尺一下ꎬ众响毕绝ꎮ
撤屏视之ꎬ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而已ꎮ”
前后一样ꎬ但经过“百千儿哭”“百千犬吠”以后ꎬ
回头再看冷清布景、简单道具ꎬ的确使人叹为观

止、感慨万千ꎮ 在党史文章中ꎬ这种方式也很常

见ꎮ 比如ꎬ毛泽东«别了ꎬ司徒雷登»的开头是:
“美国的白皮书ꎬ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
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

发表ꎬ是可以理解的ꎬ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

底失败的象征ꎮ”结尾是:“司徒雷登走了ꎬ白皮

书来了ꎬ很好ꎬ很好ꎮ 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

的ꎮ” 〔１６〕这种表达方式ꎬ好比兵书上说的“常山蛇

阵”ꎬ可以收到“击首则尾应ꎬ击尾则首应ꎬ击腹

则首尾俱应”的效果ꎮ
第二ꎬ画龙点睛ꎮ 即先完成文章的主体ꎬ最

后在结尾处才点明中心ꎬ深化主题ꎮ 这个“点睛

之笔”ꎬ可使全篇生活灵动ꎬ光彩夺目ꎮ 比如贾谊

«过秦论»的结尾:“一夫作难而七庙隳ꎬ身死人

手为天下笑者ꎬ何也?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

也ꎮ”这实际上是全篇的论点ꎬ但作者开头没有提

出来ꎬ中间也没有说ꎬ而是放在文章的最后一句ꎮ
全篇叙述秦国从弱到强、由盛而衰的过程ꎬ最后

才向读者提出问题ꎬ说明它的灭亡是因为“仁义

不施”ꎬ不懂得攻守异势的道理ꎮ 在党史文章中ꎬ
也有不少这样的案例ꎬ最典型的就是毛泽东的

«实践论»ꎮ 这篇文章先说明实践的特点和认识

的起源ꎬ然后再剖析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ꎬ最
后才点题:“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ꎬ这种形

式ꎬ循环往复以至无穷ꎬ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

环的内容ꎬ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ꎮ 这就

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ꎬ这就是辩证唯物论

的知行统一观ꎮ” 〔１７〕 这个“点睛之笔”ꎬ就像是一

支雕翎箭ꎬ把全篇文章的内容ꎬ有力地射向读者ꎮ
第三ꎬ提纲挈领ꎮ 这个结尾方式主要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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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一是“总结陈词”ꎮ 作者先提出问题ꎬ然后层

层深入ꎬ如剥笋衣ꎬ待水到渠成ꎬ才将论点和盘托

出ꎮ 例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ꎬ先提出“我
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ꎬ然后经过一番深入分析

和论证ꎬ最后才总结陈词:“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ꎬ
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ꎬ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

华民国ꎬ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ꎮ” 〔１８〕 二是

“再现思路”ꎮ 作者在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以

后ꎬ再回头解说其论证逻辑和文章主旨ꎮ 例如毛

泽东«论十大关系»的结尾ꎬ先说:“一共讲了十

点ꎮ 这十种关系ꎬ都是矛盾ꎮ 世界是由矛盾组成

的ꎮ 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ꎮ 我们的任务ꎬ是要正

确处理这些矛盾ꎮ”这就是交代论证的逻辑ꎮ 后

说:“道路总是曲折的ꎬ前途总是光明的ꎮ 我们一

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

素ꎬ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ꎬ全部调动起来ꎬ把
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ꎮ” 〔１９〕 这

就是说明全文的主旨ꎮ
第四ꎬ补述题蕴ꎮ 这个结尾方式主要有三

种:一是“转入新意”ꎮ 例如毛泽东«论人民民主

专政»ꎬ在论证全部议题后ꎬ突然话锋一转:“过
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ꎮ”
然后强调:“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

前ꎮ”最后重申:“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

政这个武器ꎬ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

人ꎬ稳步地走到目的地ꎮ” 〔２０〕 二是“继往开来”ꎮ
例如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题记»ꎬ在
对全书作总体评价以后ꎬ开始展望:“进入下个世

纪ꎬ如果本书作为素材还多少有用ꎬ至少书名将

改变为«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年»之类了ꎮ 但是ꎬ
话何必说得这么远呢?” 〔２１〕用这种方式把文章收

住ꎬ确实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ꎮ 三是 “查缺补

漏”ꎮ 如前所述ꎬ任何一篇论文ꎬ都不可能涵盖所

有问题ꎬ所以作者要借此机会ꎬ对文中遗漏和缺

憾作一点补充说明ꎮ 用这种方式收尾ꎬ可使论证

的逻辑更为周延ꎬ文章的主旨更为坚固ꎮ 这也是

党史论文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结尾方式ꎮ

第五ꎬ发人深省ꎮ 这种结尾方式的特点是引

人思考ꎬ余味无穷ꎮ 也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
中所说“克终底绩ꎬ寄深写远”的意思ꎮ 例如鲁

迅«故乡»的结尾ꎬ把希望比作地上的路ꎬ然后写

出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希望是本无所谓有ꎬ无所

谓无的ꎮ 这正如地上的路ꎻ其实地上本没有路ꎬ
走的人多了ꎬ也便成了路ꎮ” 〔２２〕再如毛泽东«纪念

白求恩»的结尾ꎬ由白求恩想到共产党人的精神ꎬ
然后也写出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我们大家要学

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ꎮ 从这点出发ꎬ就
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ꎮ 一个人能力有大

小ꎬ但只要有这点精神ꎬ就是一个高尚的人ꎬ一个

纯粹的人ꎬ一个有道德的人ꎬ一个脱离了低级趣

味的人ꎬ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ꎮ” 〔２３〕 这两个结尾

都意味深长ꎬ饱含哲理ꎬ在人生观上予人极大启

迪ꎮ 当然ꎬ这个结尾也可指向党史研究中的学理

问题ꎬ抒发一些本题之外的思考和议论ꎮ 若能再

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观点ꎬ那就最好不过了ꎮ
古人说:“为人重晚节ꎬ行文看结穴ꎮ”这是

很有道理的ꎮ 一篇文章在结穴处若出现以下情

况ꎬ就前功尽弃了ꎮ 一是虎头蛇尾ꎬ草草收兵ꎮ
作者在不该结尾处收笔ꎬ书不尽言ꎬ给人有始无

终的印象ꎮ 二是画蛇添足ꎬ尾大不掉ꎮ 在主题思

想充分表达以后ꎬ作者节外生枝ꎬ当断不断ꎮ 三

是标语口号ꎬ生搬硬套ꎮ 在结尾处ꎬ作者凑成个

“前进式”或“奋斗式”ꎬ喊上两句政治口号ꎬ以为

这样才能突出主题ꎬ加强说服力ꎮ 其实ꎬ文章有

无力量ꎬ全在于说理ꎬ空喊口号ꎬ反而显得生硬ꎮ
这些都是我们党史研究者要引以为戒的ꎮ

四、别样体裁

以上方法可用于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等一

般党史文章写作ꎬ这也是党史研究者接触最多的

两种文体ꎮ 除此之外ꎬ还有会议文章、纪念文章

和党史札记ꎬ这三类体裁在党史研究中也是比较

常见的ꎮ 它们固然都要遵守文章的一般作法ꎬ但
也有不一样的地方ꎮ 下面简要说明这三类文章

写作中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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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ꎬ会议文章ꎮ 现在学术会议很多ꎬ研究

者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ꎬ去展示自己的知识和才

华ꎮ 但是也有一些会议ꎬ学术含量并不高ꎮ 甚至

有的会议ꎬ竟成为熟人间的闲话唠嗑ꎬ老友间的寒

暄问候ꎮ 每次会议见到的还是那些人ꎬ所听到的

还是那些话ꎮ 这样的会就不要去赶趟凑热闹了ꎮ
参加会议就要提交论文ꎬ这叫“以文入会”ꎮ

所以会议文章也需认真对待ꎬ要争取拿出一篇高

质量的论文来ꎬ使人耳目一新ꎬ让与会者刮目相

看ꎮ 不过ꎬ“以文入会”ꎬ也是需要“入境问俗”
的ꎬ不能破坏会议的规矩ꎮ 古人说:“春秋观志ꎬ
讽诵旧章ꎬ酬酢以为宾荣ꎬ吐纳而成身文ꎮ” 〔２４〕 也

就是说ꎬ提交一篇好的论文ꎬ既可使宾主感到体

面和光荣ꎬ又能展现自身的文化修养ꎮ 所以ꎬ提
交的文章ꎬ一定要与会议主题有关ꎬ不能“节外生

枝”ꎻ一定要是成熟的稿子ꎬ不能“滥竽充数”ꎮ
若有会议发言ꎬ还需事先认真准备ꎬ否则临时磨

枪、仓促上阵就不好了ꎮ
第二ꎬ纪念文章ꎮ 这主要包括两种文章:一

是“学者纪念”文章ꎬ即学术界为纪念某一学者

而撰写的文章ꎻ二是“党史纪念”文章ꎬ即学术界

为纪念某一党史人物或党史事件而撰写的文章ꎮ
在党史研究中ꎬ我们只要稍作留意ꎬ就会看到这

样的文章ꎬ而一般党史研究者ꎬ为人为事ꎬ也难免

要动笔写这样的文章ꎮ
先说“学者纪念”文章ꎮ 这往往是某一学者

的同仁、同事、同学、朋友或学生ꎬ为纪念其学术

成就和工作业绩而撰写的ꎮ 研究者以这种方式ꎬ
对有成就的学者或师长表示敬意ꎬ是值得称道

的ꎮ 但写这种文章也要慎重ꎬ不可掉以轻心ꎮ 一

方面ꎬ其选题一定要在被纪念者所关注的范围之

内ꎮ 英国文学家萧伯纳说:别人一夸我ꎬ我就局

促不安ꎬ因为他们夸得还不到位ꎮ 所以ꎬ夸人也

要夸到他的受用处ꎮ 另一方面ꎬ其评价一定要恰

如其分ꎮ 应该说ꎬ表示景仰之情可以理解ꎬ但也

不可言过其实太远ꎮ 否则ꎬ“褒过而谬体ꎬ弄文而

失质”ꎬ就很不好了ꎮ 当然ꎬ最为重要的ꎬ还是要

通过“述往事ꎬ思来者”ꎬ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愿

望ꎮ 比如ꎬ在«痛悼恩师张静如先生»一文中ꎬ笔
者写道:“古人云:盖棺论定ꎮ 余谓先生在定与不

定之间ꎮ 若师门无贤不肖ꎬ难继先生之学ꎬ则盖

棺事定矣ꎮ 若斯文有传ꎬ遗风永续ꎬ君子有所恃

而无恐ꎬ小人有所畏而不为ꎬ则先生千古ꎬ其功业

万世长存可也!” 〔２５〕 这就是张先生逝世那一刻ꎬ
笔者的真实情感、真实愿望ꎮ

再说“党史纪念”文章ꎮ 其实ꎬ以周年纪念

的方式来研究人物和事件ꎬ也是历史学的一个传

统ꎮ 通过定期的交流和讨论ꎬ不仅可以反思过去

的研究ꎬ而且可以规划未来的研究ꎮ 因此ꎬ纪念

史学具有一定的学术史价值ꎮ 但是ꎬ它也会使得

一些粗制滥造的东西廊列其中ꎬ造成虚假的学术

繁荣ꎮ 一般说来ꎬ在一个问题研究的起步阶段ꎬ
这是可以理解的ꎮ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ꎬ这种局面

就要打破ꎮ 也就是说ꎬ在党史研究中ꎬ我们将来

必须摆脱纪念史学窠臼ꎬ开展经常性的研究ꎮ
当然ꎬ对于党史初学者来说ꎬ选择一个这方

面的课题来做ꎬ也未尝不可ꎮ 因为这样的题目很

容易找到ꎬ而且写出来也容易发表ꎮ 但是做这样

的事ꎬ也要适可而止ꎮ 除非沿着某一问题深入下

去ꎬ并且打算把它作为将来读书治学的中心议

题ꎬ这个另当别论ꎮ 否则ꎬ长此以往ꎬ我们的学术

研究就只能是打游击ꎬ而研究者也只好做没有根

据地的散兵游勇了ꎮ
第三ꎬ党史札记ꎮ 写札记是中国史学的优良

传统ꎬ许多史家都用这种形式来展现自己的学术

成果ꎮ 在党史学界ꎬ龚育之就曾留下大量读史札

记ꎮ 比如«党史札记»一书ꎬ就是由他发表的 １００
余篇札记汇集而成的ꎮ 后来他又继续笔耕不辍ꎬ
发表许多这方面的文章ꎬ现已大多收入«党史札

记二集»和«党史札记末编»中ꎮ〔２６〕这些札记长短

不一ꎬ长有数千言ꎬ短则几百字ꎻ所涉内容也是大

小不一ꎬ大者关涉史事、制度ꎬ小则只及一词、一
字ꎮ 在龚育之对党史研究的贡献中ꎬ这三部«党
史札记»ꎬ应当是和他的«龚育之论中共党史»ꎬ
可以交相辉映的ꎮ

关于札记与一般论文的关系ꎬ顾颉刚讲得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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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透彻ꎮ 他说:“论文篇幅长ꎬ易生芜累ꎬ盖立一

系统ꎬ有不得不加铺张者ꎬ既未处处作深研ꎬ自必

不能无可击之瑕”ꎻ“笔记者ꎬ或长或短ꎬ悉如其

分ꎬ不多衍一字ꎬ有简洁之美ꎮ 其为文可以自抒

心得ꎬ亦可以记录人言ꎬ其态度可以严肃ꎬ亦可以

诙谐ꎬ随意挥洒ꎬ有如行云流水ꎬ一任天机ꎬ此学

术界之小品文也”ꎻ“为笔记既多ꎬ以之汇入论

文ꎬ则论文充实矣ꎬ作文既多ꎬ以之灌于著作ꎬ则
著作不朽矣”ꎮ〔２７〕所以ꎬ党史研究者从札记入手ꎬ
以为将来的长篇大论作铺垫ꎬ也不失为读书治学

的一个好门径ꎮ
事实上ꎬ一般党史研究者ꎬ特别是研究生ꎬ在

读书中偶得片段知识ꎬ但又不足以连缀成一篇长

大文章ꎬ在这种情况下ꎬ最适宜把它整理成学术

札记ꎮ 而这种札记ꎬ又大多是考证性的ꎬ所以不

必加以特别修饰ꎬ只需用最短的文字ꎬ写出自己

要说明的问题就可以了ꎮ 这类文章ꎬ因其短小精

悍ꎬ且可读性强ꎬ也会受到一些报刊的欢迎ꎮ 比

如ꎬ«历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读书»«光明日

报»«中华读书报»等ꎬ都有这样的栏目ꎮ 所以党

史研究者ꎬ只要留意其中ꎬ就不愁没有好的选题ꎬ
不愁没有好的作品ꎮ

总之ꎬ在党史研究中ꎬ只要有新知、有新意ꎬ
就可落笔成文ꎮ 至于新知、新意何来? 就不好一

概而论了ꎮ 章学诚说:“文字之佳胜ꎬ正贵读者之

自得ꎻ如饮食甘旨ꎬ衣服轻暖ꎬ衣且食者之领受ꎬ
各自知之ꎬ而难以告人ꎮ 如欲告人衣食之道ꎬ当
指脍炙而令其自尝ꎬ可得旨甘ꎻ指狐貉而令其自

被ꎬ可得轻暖ꎬ则有是道矣ꎮ” 〔２８〕 所以我想ꎬ新知、
新意的由来ꎬ也就在这种“自尝” “自被”中吧ꎮ
除此之外ꎬ还真看不出有什么更好的法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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