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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应用文体比较研究》对应用写作相近文体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
主要特点如下：一是角度新颖，创新性强；二是方便实用，指导性强。
全书共分四章内容：第一章为学科性质特点比较，主要对应用写作与文学写作、党的机关公文与行政
机关公文、公文与记叙文语言特点、公文写作与文学修养共性以及文书、公文和文件概念进行比较；
第二章至第四章为文体异同比较，分别精选公务文书、事务文书及经济文书、新闻文书等31种相近但
又容易混用、错用的文体进行比较分析，且每一种文体都介绍了其产生演变的源流、与相近文体的主
要异同，条分缕析，具体详尽，对提高应用写作能力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
经审定，《应用文体比较研究》可作为高等院校（含高职高专、成人高校、广播电视大学）“应用写
作”课程教材及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秘书人员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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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立新，1966年10月出生，福建莆田市人，1987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
现为莆田学院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副教授，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福建省写作学会会员。
主要从事应用写作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先后在《写作》《应用写作》等写作学科核心期刊及大学学报发表论文20篇，参编《历代妈祖诗咏辑
注》，承担校级科研课题两项，参与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妈祖文化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研
究”和福建省精品课程“现代写作”学科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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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学科性质特点比较一、应用写作与文学写作的比较二、党的机关公文与行政机关公文的比较三
、公文与记叙文语言特点的比较四、公文写作与文学修养共性的比较五、文书、公文与文件概念的比
较第二章 公务文体比较一、嘉奖令、表彰性决定与表彰性通报的异同二、公告与通告的异同三、请示
与报告的异同四、通知、通告与通报的异同五、请示与请批函的异同六、批复、复函与答复报告的异
同七、公报与公告的异同八、议案与提案的异同九、指示性意见与指示性通知的异同十、实施意见与
实施方案的异同十一、会议纪要与会议记录的异同十二、决议与决定的异同十三、决议与会议纪要的
异同十四、发布、批转与转发性通知的异同十五、建议性意见与报告的异同　第三章 事务文体比较一
、计划与总结的异同二、调查报告与总结的异同三、赴外学习考察报告与典型经验调查报告的异同四
、述职报告与总结的异同五、预案与方案的异同六、党政信息与新闻报道的异同七、党务信息与政务
信息的异同八、条例、规定与办法的异同第四章 其他文体比较一、意向书、协议书与合同的异同二、
市场调查报告与市场预测报告的异同三、消息与通讯的异同四、公益广告与商业广告的异同五、竞聘
演讲稿与就职演讲稿的异同六、承诺书与保证书的异同七、建议书与倡议书的异同八、请柬与邀请书
的异同附录附录1 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附录2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
法》涉及几个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附录3 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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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应用写作，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证明，从有文字开始，就有了应用写作。
先秦的《尚书》就是我国第一部古老的应用文专集。
应用写作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其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发挥着不同的社会作用。
应用写作，是研究应用文体写作规律的一门学科，是广泛应用于人们日常学习、工作、生活和公务活
动的具有实际价值和直接社会效用的文书写作。
在所有的写作中，与人们关系最直接、最密切，实用价值最大的，就　是应用写作。
而文学也经历了相当长的演变过程，先秦时期将哲学、历史、文学等著作统称为文学。
在现代，文学则是专指用语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艺术。
文学写作是指　作家为现实生活所感动，根据对生活的审美体验，通过头脑的加工改造，以语言为材
料创造出艺术形象，形成可供读者欣赏的文学作品的一种特殊、复杂的精神生产活动。
文学史和写作史告诉我们：应用写作和文学写作同根同源，难以分开。
在古代，论说文可以写得极具形象性、抒情性，极有文采；碑铭哀祭、公文尺牍往往写得荡气回肠或
充满情致；题跋序赠，更　是生机勃勃，独具灵性；就连“表”这种公文，也有李密《陈情表》、诸
葛亮《出师表》这样被后人当作美文、当作文学作品欣赏的。
正如　曹丕《典论·论文》所说的“书论尚理”“诗赋欲丽”，由于文章的功　能作用、结构布局和
语言运用不同，应用写作文体和文学写作文体　逐渐走向分野和独立，由各种因素而形成各自的个性
特色，但它们仍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应用写作和文学写作都是外部世界作用于人的思维的产物，是人们的主观对客观世界的领悟，体现出
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情思、向往，都是为了向读者表达写作目的和思想意图等。
从物质形态看，它们都要借助语言符号这种物质形式作为载体；从写作素材和题材来源看，都来源于
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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