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翩银来响改稿艺术

命 张同刚 张同铸

周恩来长期担任国家总

理
,

日理万机
,

但他处理文

稿时一丝不苟
,

不少修改实

例耐人寻味
。

画龙点睛

�� ! 年 �∀ 月 ! 日
,

##人

民 日报》 发表社论
,

纪念中

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二 周

年
,

社论原题为 《坚决保卫

和平
,

争取朝鲜战争的胜利

结束》
,

周恩来将其改为 《坚

决保卫和平
,

为抗美援朝的

胜利奋斗到底 ∃ 》
。

如果我们

了解社论 写作 的时代背景
,

便可悟出这一修改的妙处所

在
。 “

争取
”

是力求获得
、

力

求实现的意思
,

语气平缓
,

留

有很大的余地
,

而
“

为抗美

援朝的胜利奋斗到底 ∃
”

旗

帜鲜 明的态度
,

且语气掷地

有声
,

充分表现了 中国人民

的决心和力量
,

非大手笔不

能为也
。

��%& 年举国欢庆建国 � 

周年时
,

在北京隆重上演的

音乐舞蹈史诗 《东方红》 是

周恩来倾注了自己心血浇灌

出来的大型 音乐舞蹈作 品
。

这部有三千多人参加演出的

史诗
,

融歌
、

舞
、

诗于一体
,

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的

诞生
、

发展
、

壮大 的波澜壮

阔的历史 画卷
,

受到国内外

的普遍赞誉
。

关于舞蹈史诗

的名称问题
,

此前上海搞的

大型歌舞 《在毛泽东旗帜下

高歌猛进》这个题 目太长
,

有

人建议用
“

东方红
” 。

周恩来

立即表示赞同
,

认为这个题

目很好
,

既精练又切题
。

字斟句酌
,

高屋建领
,

是

周恩来 画龙点睛地修改文稿

的常用方法
。

��  & 年
,

周恩

来参加 日内瓦会议期间
,

指

示为外国记者举行 电影招待

会
,

放映了 《一九五二年国

庆节》
,

让外国人从 电影里看

看中国
,

了解中国
。

谁知电

影放映后
,

有美 国记者说
∋

“

这部电影说明
,

中国在搞军

国主义
。 ”

周恩来并不生气
,

他让再放一部 《梁山伯与祝

英台》
。

工作人员为这部片子

准备 了长 达十 六 页 的说 明

书
。

周恩来要求只在请柬上

写 了一句 ∋ 请你欣赏一部彩

色歌剧电影
,

中国的 《罗密

欧与朱丽 叶》
。

莎士比亚 的

《罗密欧与朱丽叶》 在西方可

谓家喻户晓
、

妇孺皆知
,

中

国的 《罗密欧与朱丽叶》 会

是啥样( 简短的标题式的说

明书吊足 了胃口
,

结果不出

周恩来所料
,

观众看得如痴

如醉
,

反映很好
。

� � ) ! 年 ) 月
,

周恩来出

于安全原因
,

劝说西哈努克

亲王不要到西非去访 问
。

他

要亚非司 以周恩来的名义写

一说帖
。

亚非司起草的电报
,

叙述因 由较详
,

用词有些程

式化
。

因情况紧急
,

周恩来

来不及请亚非司的同志到西

花厅去修改
,

只能自己动手
。

说帖简明扼要
,

总共不过三

五百字
,

其中让外交官李樵

记忆最深的一句
∋ “

柬埔寨全

国七百万人民的命运
,

系于

阁下一身
,

望 阁下此次暂缓

前往西非访问⋯ ⋯
”

周恩来

紧急改说帖的事
,

不仅说明

了周恩来对西哈努克亲王的

关怀备至
,

更说 明了他字斟

句酌的严谨精神
。

“

推敲
”

的故 事流传甚

广
,

周恩来改刊 名
、

地名演

绎了
“

现代版的推敲
” 。

他在

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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缄瞬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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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知识就是力量 》题写刊

名时
,

对刊名进行修改同样

体现其高超的修改艺术
。

知

识就是 力量
,

是英国著名的

唯物主义哲学家和科学家培

根的一句名言
,

也是苏联 《知

识就是力量》杂志的刊名
。

这

个刊名
,

��  % 年前
,

国内一

直译作
“

知识即力量
” ,

因此
,

请 周恩 来题 写 的刊名 也是
“

知识即力量
” 。

可是
,

周恩

来却题写 了两种刊名
,

一种

是
“

知识即力量
” ,

一种是
“

知

识就是力量
” ,

周恩来的秘书

附了一封短信
,

转达周的意

见说
,

刊名如用
“

知识就是

力量
” ,

更为有力
,

更符合通

俗化的要求
。

但究竟用哪个

要请编辑部 自己决定
,

因此

写了两种刊名
,

供你们选择
。

周恩来的这个改动使刊名通

俗易懂
、

更加大众化
,

语义

更鲜明
,

着眼更深远
,

读起

来铿锵有力
,

更有节奏
,

更

加响亮
。

鬼城丰都
,

中外扬

名
,

它以前的名字 叫鄂都
。

� � , 年周恩来查勘三峡水利

枢纽工程来到鄂都
,

县委负

责同志汇报鄂都县粮食生产

由 � � & � 年的 ! 亿斤上升到

��  ) 年的 & 亿多斤时
,

周恩

来满意地点头
,

看到鄂都的
“

鄂
”

字难写难认
,

他说 ∋ “

现

在鄂 都县年 年 丰收
,

就 把
‘

鄂
’

字改成丰收的
‘

丰
’

字

嘛∃
”

遵照周恩来的意见
,

经

鄂都县第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通过
,

上报 四川

省人民政府转国务院
,

于当

年 � 月 ! ! 日批准
,

正式改名

为丰都县
。

改名后
,

丰都的

“

丰
”

字既好记好认通俗易懂

又 寓意丰 收
,

真可谓一字立

骨
、

片言居要
。

标 语
,

一般 文字 简洁精

练
。

周恩来却能 发常人所未

发
,

修改后的标语更加具有宣

传鼓动作用
。

�� � 年 � 月 , 日
,

周恩来和邓颖超参观广东从化

县溪流小学
,

看到墙上有张标

语
“

人人要讲普通话
” 。

他点头

赞好
,

但建议改为
“

人人学讲

普通话
” 。

一字之改
,

区别很

大
。 “

要讲
”

带有强迫性
,

非讲

不可
。

但南方不同于北方
,

小

孩子不同于成年人
,

硬性规定

要讲
,

反而不切实际
。

改为
“

学

讲
”

则大不相同
,

孩子们可以

先学后讲
,

老师也有责任教学

生怎样讲普通话
,

这正是学校

的任务
。

点石成金

点石成金
,

就是稍稍改动

原来的文字
,

使它变得表述更

准确
、

精练
,

内涵更深
、

更远
。

点石成金的修改范例在周恩来

改稿艺术中最常见
。

周恩来改稿经常反映他对

事物发展的本质认识
,

是其最

新 思 想 的体

现
。

对别人文

稿的修改
,

处

处 体 现 了 他

作 为 一 个 思

想 家的睿智
。

�� )∀ 年 + 月 &

日
,

周恩来在

审 改 新 华 社

关 于 防 止 血

吸 虫 病 会 议

的新闻时
,

将
“

发扬共产主

义的协作精神
”

改为
“

发扬

共产主义风格和社会主义

的协作精神
” 。

当时许多同

志也许还不能理解周恩来

这 一 改 动 的 深 刻 含义
。

�� )� 年 % 月 % 日
,

周恩来陪

同外宾参观上海工业展览

会时
,

看到一张照片说 明

中有
“

发扬共产主义大协

作精神
”

的提法
,

当即指

出∋ 这样提法不好
,

现在我

们搞社会主义
,

应该是提

社会主义大协作
,

讲共产

主义风格可 以
,

共产主义

什么样子我们都还未经过

嘛 ∃ 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
,

谁也没见过
,

理想和现实

之间
,

有很大的距离
。

从这

一修改可 以看出周恩来修

改文稿的思想是多么具有

前瞻性
。

��% & 年 % 月
,

周恩来陪

同朝 鲜的崔庸健委员长到

哈尔滨访 问
。

在迎宾文艺

晚会 上
,

曲作者王双印演

唱了 自己最新 创作的歌 曲

《干革 命靠的是 毛主席思

想》
−

演出结束后
,

周恩来亲

切地会见他说
∋ “

这首歌写

⋯粤



得很好
,

曲调明快
,

歌词形

象生动
。

若把
‘

毛主席思想
’

改为
‘

毛泽东思想
’

就更为

准确了
,

因为中国革命的胜

利
,

是集体领导的智慧嘛 ∃
”

严肃认真
,

一丝不苟地

审稿是周恩来改稿的一贯态

度
。

� � %! 年 � ∀ 月 !∀ 日人民

日报社论稿 中写 了这样一句

话 ∋ “

印度不仅要中国承认它

已侵 占的大片中国领土是合

法的
,

而且还要中国拱手让

出更多的领土
,

特别是非法

的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大片领

土
。 ”

周恩来审稿时
,

把后边
“

特别是⋯ ⋯
”

这句删去了
。

本来
,

凡是 中国领土都不能

拱手让人
,

这里根本不存在

哪一块领土
“

特别
”

不能让

的问题
。

写 了这个短句
,

不

仅 画蛇添足
,

而且容易引起

误解
。 �

周恩来反对使 用绝对化

的词语
,

而是留有余地
,

以免

给工作造成被动
。

�� %∀ 年 � ∀

月 � ! 日人民日报社论稿说
∋

“

我 国人 民向来对美国操 纵

下的联合国组织
,

绝不抱任

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 。

周恩来

将后半句改为
“

是有足够认

识的
” 。

��)! 年 ! 月 �� 日
,

周

恩来在一次讲话 中提到 ∋ 你

们新闻报道 中说尼克松政府

在越南陷于
“

无法解脱的苦

恼
” ,

我改为
“

难以解脱的苦

恼
” 。

前者把话说绝了
,

不利

于今后工作的开展 . 后者用
“

无法解脱
”

也不符合实际
。

锦上添花

修改别人的文章
,

尤其

是别人的好文章
,

有时容易

出现画蛇添足甚至点金成铁

的尴尬现象
。

然而周恩来修

改另//人的文稿
,

却是篇篇都

提高了质量
,

其中有些堪称

锦上添花的典范
。

� �&  年 � ! 月 �  日
,

周

恩来致函郭沫若
,

为了使 《棠

棣之花》一剧更臻完美
,

他逐

字逐句推敲了剧本
,

从郭沫

若是四川 人
,

不熟悉北方常

用语
,

到
“

你
”

和
“

您
”

字的

准确运用
,

一一提出意见
。

函

曰 ∋ “

沫兄
∋ 剧本读过

,

我在

字句上的斟酌
,

另纸书上
,

请

考虑
。 ”

这个
“

字句上的斟

酌
” ,

竟长达二千余字
。

�� %&

年 � 月 !  日
,

周恩来对大型

歌舞 《东方红》 朗诵词作了十

四处修改
,

比如第二场 #之

一 0 把
“

染红了黄浦滩
、

珠江

口
、

湘江岸⋯⋯
”

改为
“

染红

了黄浦滩头
、

珠江堤岸
、

湘江

两岸
· · · · ·

一直 到大江南北
,

长城内外
。 ” ! 汉语四音节结

构 在音 韵 上是 一 个优 化 组

合
。

周恩来将原稿三音节词

改为四音节
,

更具有乐感
、

美

感
。

��% 年 ! 月 �& 日
,

周恩

来修改吴冷西
、

乔冠华起草

的 《联合 国往哪里去 ( 评

戴高乐二月四 日的讲话》 一

文
。

文中说 ∋ “

不久以前
,

我

国周恩来总理提出
,

联

合国必须改正错误
,

彻

底改组
,

也可 以另立一

个革命的联合国
。 ”

周恩

来加写 ∋ “

还有西非一些

国家的首脑或政府
,

也

认为联合国犯的错误太

多
,

必须加以改组
。 ”

修

改后
,

论据更充分了
,

联

合国改组不仅仅是中国

一国的要求
,

而是许 多

国家的要求
。

锦上添花的修改文

稿的方法
,

突出的不是

表现在局部上而是表现

在整体上
,

主要的不是

表现在形式上而是表现

在内容上 ∋ 或则充实了

事实
,

或则深化了主题
,

或则突 出 了 宣传 目的
。

主要原因是 ∋ 周恩来对

别人的文稿
,

总是致 力

于具有整体意义的高屋

建领式的精益求精的修

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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