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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辞的主要原则和语言技巧

作者： 赵刚健   发表时间：2006-12-14  被阅读：336次
 

 

    题辞又称题词，是指为留作纪念而用简洁、警策的语言表达对对万的勉

励、评价、称颂、祝愿及缅怀的文字。一些大型庆典和有纪念意义的活动，

往往请领导或名人题辞；而一般的礼仪往来也可相互题辞。好的题辞是思想

的结晶，情感的火花，语言艺术的精华，往往蕴藉深厚，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和无尽的回味。 

    

    根拥题写的内容，题辞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人的题辞。既可是

领导人对某一英雄人物或名人的题辞，如孙中山给秋谨女士的题辞： 

 

    (1)巾国英雄。 

    

    也可是长辈给晚辈、名人给崇拜者题写的文字，如周光召给《中学生数

理化》读者的题辞： 

 

    （2）勤奋好学，不断前进。 

    

    第二类是对事的题辞。这类题辞主要是领导人为发展某项事业而题的希

望和祝愿性的文字。例如毛泽东为体育事业的题辞： 

 

    (3)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第三类是对物的题辞。例如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题辞： 

 



    (4)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题辞的艺术集中体现于题辞的主要原则和语言技巧上，它们是题辞的关

键所在。 

        

          一、题辞的主要原则 

    

     (一)明确对象，切合实际。 

    

    题辞首先要明确对象，对象明确，才能有的放矢，才能使题辞有针对

性；同时，又必须切合实际，切合实际才能使题辞兼具贴近性，才能拉近与

读者的心理距离，为读者容易和乐于接受。如毛泽东给小学生的题辞： 

 

    （5）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这就是兼具针对性和贴近性的典型范例。题辞针对的是小学生的“学

习”，可谓目的鲜明，同时其中的“天天向上”四字又和小学生学习基础知

识的实际状况切合得丝丝入扣，可谓切实而殷切。又如江泽民为《大众日

报》创刊60周年的题辞： 

 

    （6）永远和人民大众在一起。 

    

    这就是针对《大众日报》的办报宗旨而言，而又贴近全体报人的工作实

际；既是党的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又像是平易亲切的心与心的交流。 

 

    (二)个性鲜明，显示特色。 

    

    题辞要有个性。这种个性，既是指题辞的内容与题辞者的身份特征相吻

合，也是指题辞体现出题辞者的个人品味、学识和修养。陶行知先生是我国

伟大教育家，他“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其品格昭示着后代。有

关人士纷纷给他题辞： 

   

    (7)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8)陶行知先生是一个毫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9)儒家的风度，墨家的慈爱，基督耶稣的精神，法家的严肃一一他是自

古以来哲人的合体。 

    

    (7)例毛泽东的翅辞内容与领袖的身份相协调，同时也表现出领袖的政治

眼光。(8)例周恩来的题辞内容也与党的领导人的身份相符合，同时表现出他

一贯的求实、朴素的语言特色。（9）例翦伯赞的题辞则充分体现了一个史学

家的独到见解，同时也体现出作者的学识与个人品位。 

     

    (三)言简意赅，典雅隽永。 

    

    题辞宜短不宜长，对对象的特征进行概栝时，要善于以少概多，用最少

的文字表达最丰富的内容，同时还应力求使题辞句式整齐，风格高雅，从而

使题辞收到蕴藉深厚，耐人寻味的效果。例如： 

 

    （10）生得伟大，死得光荣。 

    

    这是毛泽东为刘胡兰烈士的题辞。其中只用八字就将刘胡兰短暂而不平

凡的一生高度概括了出来，可谓字字千钧；而其中对称位置的一组反义词

“生一一死”和一组褒义词“光荣――伟大”，使句式构成的对偶形式又赋

予了题辞一种典雅的语言特色。整个题辞无疑显得内容丰富、高雅精致而耐

人寻味。又如周恩来为邮电事业的题辞： 

 

    (11)传邮千里，国脉所系。 

    

    这里也只用了八个宇，就将邮电事业的重要性反映了出来，并包含了总

理对邮电职工的殷切期望，显得语重心长；同时句式的整齐又使翅辞有了一

种高雅的整饬美。整个题辞也凭借其内涵丰厚，风格高雅的特色而耐人寻

味。 

         

          二、题辞的语言技巧 

    



    (一)引用型。引用或巧用名言、格言、警句、诗歌名句等，或取其本

义，或赋予新义。例如某地退下来的老干部给新领导班子的题辞： 

 

   （12）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里引用范仲淹的散文《岳阳楼》中的名句，并取其本义的题辞，旨在

起一种激励作用。 

 

     (二)化用型。即选取人们所熟知的名言警句、成语谚语等来进行一种变

用，以表达特定的含义。例如著名电影导演谢添给棋圣聂卫平的题辞： 

    

    (13)乐在棋中。 

    

以上词语只变换了成语中的一个字，就题出了棋圣聂卫平乐业、敬业的精神

风貌。这样的题辞，化用得巧妙，令人过目难忘。 

     

    (三)借典型。把历史典故和成语融入题辞当中，借用典故或成语中的特 

定内涵来十富题辞的语义，以收到增加容量和意味深长的效果。如郭沫若给

青年学生的题辞： 

    

    （14）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

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这里，在蒲松龄诗句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造，加入了自己的意思，用了虚

数词“百二”、“三千”。又隐含了多个典故和成语，给人一种登高望远，

气吞河山的开阔豁达之感，深情地表达了对青年一代的真挚关怀和热情鼓

励。 

    

     (四)换序型。仅用极少的几个文字，通过变换词序的万法，组成不同的

语句，并将它们有机地排在一起，表达丰富的内涵。例如胡愈之给《博览群

书》创刊号的题辞： 

 

    (15)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 

    



    其中，只用了“读”、“好”、“书”三个字，但通过变换词序的万法

却使它们衍化成了三句话。这三话表达的内容又极为丰富：既说出了读书的

作用与效果，指出读书有益，提倡读书；又说出了读书的态度，提倡认真读

书；还说出了读书的内容，要求读内容好的书。此可谓难得的题辞精品、上

品。 

     

    (五)蝉联型。用前一语句的结尾部分作后一语句的开头部分。如此，可

使语句间结构严密，语势连绵，能更好地表现事物间的承接关系，反映事物

的有机联系，赋予题辞以深刻的内涵。例如陈云为北京景山学校的题辞： 

   

    （16）四化需要人才，人才需要教育，教育需要教师。 

    

    其中的三个句子，前一句后边的词语作为后一句开头的词语，把“四化

一一人才――教育――教师”一个连一个连接；这样既表现了蝉联的美趣，

又阐明了教师与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实现四化的内在联系，从而突出了教

师的重要作用及地位。 

     

    (六)对偶型。把语法结构相似、字数相等、意义相对或相关的两个语句

对称地排列在一起。对偶的题辞，可以增加语言的鲜明性，提高题辞的感人

效果。例如郭沫若为蒲松龄故居的题辞： 

   

    (17)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这里，题辞不仅概括了蒲松龄的写作内容，还概述了其作品的政治价

值；不仅态度、倾向鲜明，而且有很强的感染力。 

     

    (七)排比型。把三个以上结构相似、意思相关、语气一致的语句排列成

串，用以表达精密的思想内容和深厚的情感。如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的题

辞： 

 

    (18)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题辞由三个排比句构成。这个题辞仅用十二个不同的字，就把教育改革

的任务、途径、目标表达了出来，表达了精密丰富的思想内容和浓郁的情



感。 

     

    (八)诗句型。用古诗句的形式来题辞，以增强题辞的艺术感染力，并给

人以美的教育与感受。例如叶剑英为广东肇庆七星岩的题辞： 

    

   （19）借得西湖水一寰，更移阳朔七堆山； 

      

      堤边添得丝丝柳，画幅长留天地间。 

   

    四句诗勾勒出如画的美景，使七星岩的迷人色彩跃然纸上，题辞以其强

烈的艺术感染力打动读者，令人心驰神往。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一则精美的题辞，或是动人的评说，或是哲理的

点拨，或是心灵的碰撞，或是昂扬的高歌……精美的题辞，值得人们永久地

品味与珍藏。 

                                 （作者单位：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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