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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写作》2008年第1期) 

  名，是名称，也就是逻辑学上的概念。表现在语言中，就是词语。实，是客观事实，就是概念所反映的事物及其实

质。 “名”是用来概括、反映“实”的。名实关系要明确、相符，立论说理才会清楚明白，无懈可击。否则，就会造成混乱，

论说事理就会似是而非。现实中名实不符的情况也是经常发生的。比如对事实的属性把握不准而导致的取“名”不当，以名乱

实；比如改变“名”的事实所指，以实乱名，偷换概念等。因此，从写作角度看，需要做好名实辨析这一基础工作，并应把它作

为写作的一项基本功加以重视和强化。  

  一、准确辨析名实是思路方向正确的保证 

  名实辨析是认识、分析问题的基础。制名以指实，明实以正名。分析问题，首先要根据事实，分析其本质，然后给予准确的

命名。同样，对于一个名词概念，也要认真分析它的内涵，弄清它的实究竟是什么。因为从逻辑上讲，概念是形成判断的基础，

判断是展开推理的基础，推理是形成结论的基础。因此，只有在通过名实辨析准确把握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这个基础上，才能对问

题得出准确的判断，做出合理的推理分析，提出恰当的结论。比如学生们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文凭是否能够代表知识水

平”。要把这个问题论述清楚，写出一篇能说服人的文章，几个关键概念（名）就必须弄清楚：文凭、知识、水平、知识水平。

比如文凭，是学校发给学生的毕业证书。但授予毕业证书的条件（实）是什么呢？各科结业考试成绩60分（含）以上。那么，60

分与100分之间是不是有区别和差距呢？再比如知识，知识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而学校学习只是其中

一种获得形式。文凭只是对学生在校学习的知识的一种认可。由此可以作出一个基本结论，就是文凭只能代表学生在校学习中所

达到的一定的知识水平。但还不能回答“文凭是否能够代表知识水平”。因为什么叫“知识水平”，还没有明确。可见，只有做

好名实辨析的工作，才能保证准确地认识事物的本质＇才能保证分析问题有一个正确的合理的方向，才能保证得出一个合理的能

让人接受的结论。而有了这一基础，文章的构思写作就顺理成章了。  

  二、准确辨析名实是反驳敌对论点的关键  

  如何反驳错误的观点或你不认同的观点，一个关键方法就是名实辨析。在议论文中，名实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论点

（名）和论据（实）的对应关系。那么，论点是否站得住脚，论点是否是论据性质的准确概括，或者说某一论据能否得出某一论

点，应得出何种结论（论点），思考的方法就是名实辨析。《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是鲁迅先生的一篇著名文章。文章反驳的

是当时舆论界出现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的论调，该文运用的关键方法之一就是名实辨析。针对“两年以前，我们总自夸着

‘地大物博．，是事实；不久就不再自夸了，只希望着国联，也是事实；现在既不夸自己，也不相信国联，改为一味求神拜佛，

怀古伤今了——却也是事实。于是有人慨叹日：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鲁迅进行了深刻的名实辨析，指出： “先是信

‘地’，信‘物’，后来信‘国联’，都没有相信过‘自己’。假使这也算一种‘信’，那也只能说中国人曾经有过‘他信

力’，自从对国联失望之后，便把这他信力都失掉了。” “一到求神拜佛，可就玄虚之至了，有益或是有害，一时就找不出分

明的结果来，它可以令人更长久地麻醉着自己。中国人现在正在发展着‘自欺力’。”鲁迅依据对事实本质的准确认识，对敌论

依据的事实作出了“他信力”、 “自欺力”的属性界定。通过这种“正名”，合乎逻辑地推出了失掉的只是“他信力”、 “自

欺力”，论证了“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的论调名不副实。正是名实辨析的准确，使鲁迅的文章具有了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三、准确界定名实是表达自己观点的基础  

  名实辨析的目的，是要做到名实相符，保持概念及其内涵的一致性，保持论点和论据的一致性。这既有利于发现敌论文章的

逻辑漏洞，也有利于保证自己文章的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但是，虽然任何语言词句都具有能指的多样性，而非只有固定的词典释

义。而且随着人们对事物认识的拓展，词句的能指性会更加丰富。对同一“名”会有新的解释，形成新的名实关系。然而通常情

况下，人们还是按照一般的、习惯的、常规的含义去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并使得读者的理解和

作者的本意一致呢？一个办法就是对名实做出自己清晰、确切、合理的界定，形成单一而明确的名实对应关系。比如《读者》

2007年第6期刊载的粱衡的文章： 《人人皆可为国勤。该文的立论基点，就是作者从精神层面对“国王”进行的界定，即国王的

精神享受有三：一是有成就感；二是有自由度；三是有追随者。以此为标准，推出了“普通人也可为国王”的观点：因为只要事

业有成，即有成就感；身心自由，即有自由度；有朋友、有人缘，即有追随者。文章是有新意的，而这个新意之所以能立得住，

基础就在作者对“国王”精神内涵合理界定，确保了文章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做到了名正言顺。  



  四、准确辨析名实是准确用词造句的前提  

  写作的一个基本目的是交流、沟通信息。而信息能否得以准确沟通，基础是用词的准确。概念的内容是通过语词来表达的。

但词语有一个特点，就是一词多义。通常情况下，一个词语的使用，信息接受者会按照信息发出者的意思来理解，这时名实是对

应的，沟通也是准确顺畅的。但由于词语的一词多义特点，一个词语（名）的所指和能指是不同的，因而当信息发出者没有意识

到某个词语的能指可能性，而用其指示某一单一信息时，接受者就可能在其能指的范围内选择另一含义加以理解，出现了名实不

对应的情况，造成沟通的误差。比如一个幽默故事：有位妻子雇了个油漆工将家中卧室油刷一新。丈夫晚上回家，不知道油漆未

干，开电灯时把手印留在设有电灯开关的墙壁上。第二天，油漆工来继续工作，妻子对油漆工说： “请你到卧室来，我要你看

看昨晚我丈夫摸过的地方。”油漆工说：“不，太太，我的处世之道是洁身自爱。”妻子的脸一下子红了。这就是词语表达中所

指和能指之间的差异造成的名实易位。所以，在写作中，要准确地传递信息，就一定要做好名实的辨析，准确把握词语的能指和

所指的区别，对用于所指的词语作出准确的选择并加以恰当的语法加工，使之所指的信息单一而确切，保证信息沟通的准确流

畅。  

  宋代的王安石也是一个善用名实辨析的作家，他的《答司马谏议书》、 《读孟尝君传》都是运用名实辨析的手法，显示了

较强的逻辑力量。他说：“盖儒者之所争，犹在于名实。名实已明，则天下之理得矣。”从诸多文章的写作经验看，这应该是一

个经验之谈，也印证了名实辨析在写作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写作者应注意用好这一基本的分析问题的方法，卉加强这一基本功

的训练。  

  作者单位：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社科部  

  责任编辑：范增友  

(《应用写作》2008年第1期) 

  为使读者更直接、便捷地了解本刊，本站每期特从《应用写作》摘录3篇文章供读者参考。如您喜欢，可直接到所

在地邮局订阅《应用写作》。（邮发代号：12－59       垂询电话：0431-85384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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