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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致民主党派及知名人士书信中的文风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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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毛泽东一向高度重视文风问题。 他不但积极倡导马克思主义的优良文风，而且在实践

中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在致民主党派及知名人士的信件中，他那种独特而鲜明的文风得到了很好

的体现。 其特点主要有：文字精练与言之有物相统一，对象不同与有的放矢相统一，语言朴实与富

有文采相统一，篇幅长短与工作轻重相统一，人物众多与称谓贴切相统一。 研究毛泽东的文风特点

对当下党的文风建设具有极强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民主党派；知名人士；书信；文风

中图分类号：Ｄ２６１． 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９６４（２０１６）０６⁃０００５⁃０５

　 　 毛泽东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
是党风。” ［１］８１２人们从文风的状况可以判断党的作

风，进而评价党的形象。 因此，为了树立党的良好形

象，毛泽东身体力行，采取生动活泼、鲜明有力的马

克思主义文风，为全党树立了榜样，做出了表率。 毛

泽东一生不仅创作了大量的理论著作，而且写了大

量的书信。 《毛泽东书信选集》 选收了毛泽东在

１９２０ 年至 １９６５ 年期间的 ３７２ 封书信，其中有一部

分是写给民主党派及知名人士的。 这部分书信见证

了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同民主党派及知名人士

的交往历程，是其革命和建设事业实践活动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书信不仅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

映了毛泽东高尚的品德和超人的智慧，以及他为建

立统一战线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付出的巨大心

血，而且体现了毛泽东一贯坚持和倡导的马克思主

义鲜明文风———文字精练与言之有物相统一，对象

不同与有的放矢相统一，语言朴实与富有文采相统

一，篇幅长短与工作轻重相统一，人物众多与尊老敬

贤、称谓贴切相统一。
一、文字精练，但表达情真意切、言之有物

毛泽东的文风向来以准确、鲜明、生动而著称。
他曾经强调：“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

文章。” ［１］８３４他的书信大都是为了答复疑惑或解决具

体问题而作，因此，语言删繁就简、言辞真挚恳切、表
达准确到位，表现出极高的语言驾驭能力。 下面仅

举 ３ 例，予以证明。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 １ 日，新政协会议召开之前，毛泽

东亲自写信欢迎国民党元老、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张

澜等到北平商讨国是、参加共同建国。 此信虽然篇

幅不大，但是语言精练、表达到位，诚挚之情溢于言

表。 信的正文内容如下：“艳电敬悉。 革命战争迅

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 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

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 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

平，极表欢迎。” ［２］３２３全信正文虽然仅有 ５４ 字，但至

少明确表达了四层意思：一是说明当时的战争形势，
全部歼灭国民党军队的任务就要完成；二是战后主

要的任务就是搞好建设；三是搞好建设的方法，需要

各方共同努力；四是，对两位来北平参加新政协会

议，共同商量建国大业表示诚挚欢迎。 在这四个层

次中，每一个层次只用 １０ 余字就完全表达了当时的

形势、任务、方法、目的等意思，没有一句空话，没有

一个废字，足见语言之简练、表达之准确。 并且文中

几个副词“敬”“亟”“极”鲜明地表现出毛泽东对张

澜的尊敬以及真挚的欢迎之情。
同年 ６ 月，毛泽东邀请宋庆龄到北平商讨建国

大业的信，正文只有 ７１ 个字，但其敬仰之情表达得

淋漓尽致：“重庆违教，忽近四年。 仰望之诚，与日

俱积。 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觅待高

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
敬守希驾葆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２］３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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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几句话，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分别 ４ 年之久，
但敬仰之情却越来越深；二是革命即将胜利，特派邓

颖超专诚去迎接宋庆龄来北平参加新政协第一次会

议；三是真心期望宋庆龄不要拒绝。 从中可以看出，
对于这么重要的大事，毛泽东短短数语即已说明，表
达言简意赅。 而其中的“忽”“特”“专”“敬”“祈”等
字简练、准确、鲜明地表达出毛泽东对宋庆龄的诚挚

而热切的邀请之情。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著名哲学家、爱国民主人士、清

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冯友兰有感于开国大典的盛况，
激动无比，结合自身的曲折经历，决定上书毛泽东，
表明好好改造自己的态度和决心。 毛泽东的回信，
也是通过短短数语，全面而准确地表达了几个意思。
信的正文内容如下：“十月五日来函已悉。 我们是

欢迎人们进步的。 想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
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 也不必急

于求效， 可以慢慢地改， 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

宜。” ［２］３４４信的正文至少有四层意思：一是共产党欢

迎任何人进步；二是先生从旧社会过来，敢于正视并

在实践中改正错误，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三是思想改

造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慢慢来，否则欲速则

不达；四是在改造的过程中，态度很重要。 这里，毛
泽东以近似白话的语言，简明而生动地表达了对旧

知识分子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之情，也表明了毛泽东

对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不能急于求成的实事求

是的科学态度。
由上可知，毛泽东的该类信件虽然惜墨如金、文

字精练，但是表达准确、言之有物、条理清晰、情感

真挚。
二、针对不同对象，讲究务实求效、有的放矢

毛泽东一生广交深交党外人士，特别是在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交往的民主党派

及知名人士可谓众多。 他根据交往对象的不同、文
化背景的各异、交往深浅的差异等，在致信中也表现

出明显不同的语言风格，但均切合实际，有的放矢，
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正如他所讲的那样

“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 ［１］８３６。
毛泽东主动致信旧时好友易礼容，以旧谊为突

破口，力求促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 自 １９１８ 年

起，毛泽东与易礼容同为新民学会成员，一起宣传新

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参加革命活动。 大革命失败

后，易礼容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１９３６ 年，当毛泽东

得知易礼容在上海从事国民党的工会工作，并与毛

泽东有合作之意时，当即致其一封信。 由于毛泽东

与易礼容相交甚早，又具有较好的旧谊基础。 因此，

在信中，毛泽东以往日的友谊为切入点，对其表达关

心、同情以及希望进一步合作之意。 具体来讲：一是

毛泽东以“韵珊兄”作为称谓，可谓煞费苦心，亲切

之感跃然纸上、暖在心间，立即拉近了两者的感情距

离。 因为，易礼容乳名为“韵珊”，只有儿时熟知并

亲近的人才会如此称呼，表达了两人关系的密切。
再者，两人多年不通音讯，刚刚联系上就以“韵珊

兄”称之，足以显示亲切之感。 二是正文中“吾兄”
“知兄”“兄之苦衷，弟所尽知”也进一步表达了毛泽

东对易礼容的尊敬、同情。 三是毛泽东希望通过易

礼容表达对其妻及与其有联系的老同事的问候之

情，如“有便乞为致意” “闻兄之周围有许多从前的

老同事，甚为怀念他们，希并致意” “文煊还在你身

边否？ 她好否？ 一同致意”等，进一步使易礼容忆

起旧时情谊，拉近了彼此距离。 四是叙完旧情，毛泽

东随即道出想请易礼容力促共同建立统一战线的目

的，可谓水到渠成。 上海工人运动，国共两党宜建立

统一战线，共同对付帝国主义与汉奸，深望吾兄力促

成之，自然而然地使易礼容比较易于接受建立统一

战线的主张，至少没有反感情绪［２］４７⁃４８。 可见，毛泽

东致易礼容的这封信，巧妙并紧紧抓住两者的旧时

情谊以及共同从事革命活动的有关经历，然后有针

对性地说明当今局势，希望进一步加强联合，力促建

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目的。
１９３６ 年，美国进步记者斯诺曾到保安（今志丹

县）采访过毛泽东，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１９３７
年，鉴于国内抗战形势的变化，为了突破国民党对共

产党宣传媒体的封锁，毛泽东特致信斯诺，请求其帮

助宣传关于共产党抗日政策的新变化等事宜。 该信

篇幅不长，先略略数语表达对斯诺的想念之情和问

候之意，然后表明共产党关于抗战的政策有了新动

向，请加以广为宣传。 具体来讲：一是进行问候，表
达想念之情。 “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在

谅好？”通过简短问候，使人觉得亲近。 二是我们的

政策有了新变化，请帮助多加宣传。 “我们政策的

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

传” ［２］１００。 这是致信的主要目的，就是请斯诺对共产

党抗日的新主张、新政策进行宣传，让国内外进一步

了解，获得外界同情并支持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进

行抗日。 三是表达感谢。 如果斯诺能向世界人民进

行宣传，共产党是非常感激的。
同样，１９３７ 年，毛泽东对国统区《大公报》著名

青年记者范长江的致信风格也是基本如此。 “那次

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 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
致谢意！ 寄上谈话一份，祭黄陵文一纸，可能时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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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２］１０２。 一是毛泽东对范长江进行问候，并对其

前期的帮助宣传表示感谢。 二是有一份谈话稿和清

明节祭陕西黄陵的文章，在可能的情况下，请帮忙予

以发表。
１９３９ 年至 １９４４ 年，毛泽东致信在延安工作的

文艺工作者、作家、学者等，主要从知识分子的特点

和任务出发，对他们进行关怀引导，鼓励他们结合实

际，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多出一

些反映共产党、红军及解放区普通人物新变化等的

作品。 如 １９３９ 年，萧三在延安从事文艺工作，毛泽

东在致他的信中指出：“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
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

你更多作些。” ［２］１５５毛泽东不仅对萧三的作品给予很

高的评价，而且希望其结合生活实际，多出一些反映

战斗的作品。 又如 １９４０ 年，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在延

安从事历史研究工作，毛泽东在致他的信中，表示：
“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

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你的历史

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 ［２］１６３

这是鼓励范文澜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和批判

旧学术。 还如 １９４１ 年，著名作家萧军在延安从事文

化工作，对延安文艺界等工作提出了一些意见。 毛

泽东从关心帮助的角度，耐心诚恳地对其进行劝导

教育，使萧军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延安有无数的

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 但我

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要故意地

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 ［２］１７４。 毛泽东虚

心诚恳、分寸适度的规劝，使萧军得到了感化。
当然，毛泽东致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的信件也较

多，大多是解决国家大事、表达问候关怀和邀请讨论

问题的。 对待这些著名民主人士，毛泽东更多体现

的是尊老敬贤之情，以及发挥这些旗帜型人物在革

命和建设中“振臂一呼、响者云集”的巨大作用。 因

此，从毛泽东致民主党派及知名人士的信中可以看

到，毛泽东根据致信对象和目的的不同，其信件所体

现的文风也各不相同，或是先行叙旧问候，再道出请

求，或是先行肯定鼓励，再提出希望与要求，但是都

具有极强的针对性，真正做到了有的放矢，而不是泛

泛而谈。
三、语言朴实且富有文采

毛泽东文章的语言风格是独特而鲜明的，针对

国民党左派元老、爱国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等致信对

象的不同，他的语言又是富于变化而多姿多彩的，或
采用文言文，或采用白话文，或文白并用，让我们看

到其语言朴实之中兼具文采的一面。

对国民党左派元老、著名民主人士致信以文言

为主。 国民党左派元老、著名民主人士，其中许多是

清朝末期的饱学之士，有的虽未取得功名，但也深受

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其经常和习惯使用的是文言

文。 因此，毛泽东与其书信交流时，便首选文言文，
不仅便于沟通，而且以示尊重之意。 如毛泽东致柳

亚子、张澜、叶恭卓、齐白石等的信件，均以文言文为

主。 如：“迭示均悉。 最后一信慨乎言之，感念最

深。 赤膊上阵，有时可行，作为经常办法则有缺点，
先生业已了如指掌。” ［２］２６３ （１９４５ 年，致柳亚子信中

的语句）其中，以“赤膊上阵”做比喻，生动形象，富
有文采。 “承赠《普天同庆》绘画一轴，业已收到，甚
为感谢！ 并向共同创作者……致谢意。” ［２］４４８ （１９５２
年，致齐白石的一封短信）该类信件中虽然运用一

些文言词语和文言句式，但并不显得晦涩难懂，反倒

增添了庄重典雅的文采韵致。
对在延安工作的作家、文艺工作者等党外知识

分子的致信以白话文为主。 这些知识分子主要在延

安从事小说、新诗等文学艺术创作，平时用白话文居

多。 因此，毛泽东与其书信交往，自然以使用白话文

为主。 如毛泽东分别致萧三、萧军、丁玲、欧阳山等

的信，均以白话文为主。 如，“我因过去同你少接

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
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 ［２］４４８（１９４１ 年，致
萧军信中的语句）。 “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
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 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
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

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２］２３３ （１９４４
年，致丁玲、欧阳山信中的语句）

对其他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等的致

信，或文或白或文白并用。 如 １９４４ 年，当毛泽东看

到老朋友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时，致他的信

就文白并用，读来朗朗上口：“大示读悉。 奖饰过

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 你

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的文件看

待。 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
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２］２４１

当然，毛泽东致同一个人信件的语言风格，也会

受时间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此种情况也

比较多。 如 １９４８ 年，毛泽东致沈钧儒、李济深的信

以文言文为主，“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

案，另件奉陈。 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

虑，予以指教……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 兹托潘

汉年同志进谒二兄” ［２］３０１⁃３０２。 但是，１９５３ 年毛泽东

致沈钧儒的一封短信，则以白话为主：“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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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的信及附件，已收到阅悉。 血吸虫病危害甚大，
必须着重防治。 大函及附件已交习仲勋同志负责处

理。” ［２］４６４

四、篇幅长短不一，力求围绕工作、收放自如

毛泽东致民主党派及知名人士信件篇幅的长

短，不是以致信对象的不同来定，而是围绕事情和服

务工作大局，以需要研究探讨解决的实际问题的复

杂程度等情形，来确定信件篇幅的长短。 正如他在

《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所讲的，既要“把那些又长又

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又要

“‘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

情形办理” ［１］８３４。 此类情况可大致分为事情重大、但
篇幅较小，事情重大、篇幅也较大，事情较小、篇幅也

相对较小等几种情况。
事情重大，但篇幅相对短小。 对于阐明中共抗

战立场、邀请民主人士协商建国等一些虽然重大，但
不需要详细阐述的问题，毛泽东一般简明扼要、条理

清晰地加以说明。 如 １９４４ 年，毛泽东致著名爱国民

主人士续范亭的一封短信仅有 ３１ 字的，鼓励其将撰

写的揭露阎锡山破坏抗战、反共反人民滔天罪行的

文章进行发表，使解放区和国统区许多人看清阎锡

山的真面目。 又如 １９４６ 年，毛泽东致爱国民主人士

马叙伦等人的信，仅用 ７７ 字对其为和平请愿而受到

迫害，表示愤慨与慰问，同时重申了中共中央坚决与

全国人民一起反对内战的立场。 还如 １９４９ 年，毛泽

东用不到 ６０ 字的篇幅致信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张澜，
邀请其来北平参加新政协，商讨建国大业。 １９５０
年，致信陈叔通商议商业改造等经济社会重大问题，
明确指出了改造方向和政府应发挥的作用，全篇仅

用不到 １００ 字。
事情重大，篇幅也相对较大。 对于建立抗日统

一战线和新中国成立后的重大经济政治等一些重大

并且需要论述的问题，毛泽东会浓墨重彩地进行阐

述，力求把有关问题剖析说明到位。 如 １９３６ 年，毛
泽东用将近 ４００ 字的篇幅致信章乃器、陶行知、沈钧

儒、邹韬奋等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向其说明共产党所

执行的统一战线的方针与政策，表达对建立抗日统

一战线的热切期盼。 再如 １９３８ 年，毛泽东给青年记

者范长江的一封信，用了 １ １５０ 余字详细解释国共

两党与国家前途命运的关系等重大问题。 又如

１９５２ 年，毛泽东致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时任副总理

的黄炎培的一封信，用 ８００ 余字阐明资产阶级改造

问题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必须从我国社会实际

情况出发来制定相关政策。
事情较小，篇幅也相对短小。 对于与朋友、同事

等进行日常问候、关心鼓励、探讨诗文学术等这些较

小的事情，则篇幅一般也比较短小。 如 １９３９ 年在延

安，抗大学员柯蓝请求毛泽东为其姐姐的孩子起名。
毛泽东仅用短短 ２０ 个字，就把给小孩儿取名这种小

事情解决了。 又如 １９３９ 年，毛泽东回信对萧三文学

创作进行鼓励、参加高尔基晚会和马匹使用 ３ 件事

情，仅用 １００ 余字即已完全表达清楚意思；１９４４ 年，
毛泽东致丁玲、欧阳山的一封信，也是只用 １００ 余

字，对两位作家在创作风格上的转变以及取得的成

功进行鼓励表扬，生动体现了毛泽东对作家成长进

步的关爱。 此外，对一些爱国民主人士、老朋友沈雁

冰、柳亚子等进行嘘寒问暖、探讨交流诗文等的信件

也比较短。
因此，毛泽东致信爱国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等，

信件篇幅的长短主要根据需要探讨工作的重要性、
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毛泽东想要表达的内容等来确

定，做到可长可短、收放自如。
五、对象众多，注重尊老敬贤、称谓贴切

称谓可以生动表现交往双方关系的密切程度、
对对方的态度以及尊重程度。 毛泽东根据交往对象

的不同，采用不同的称谓。 在毛泽东致民主党派及

知名人士的书信中，对这些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爱国

民主知名人士等均尊敬有加，如使用表示尊称的

“先生”“字”“号”等。 信中对不同类别的人称谓也

各不相同，且对同一个人的称谓也会根据情况的变

化而随之改变。 总之，毛泽东致信称谓力求做到妥

当贴切，真诚地表达敬意。
对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社会贤达、外国友人等，

称为“某某先生”，其中，“某某”又可分为“名”“字”
“名加字”“号”等不同情况。 一是“某某”为名的。
主要有：在 １９３６ 年给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诸领导人

表达欲密切合作，促进统一战线建立的信中，称章乃

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为“乃器行知钧儒韬奋

先生”；１９３７ 年致外国友人斯诺，希望其对共产党新

政策加以宣传的信中，称其为“斯诺先生”；１９３８ 年

２ 月致著名记者范长江，对其提出的问题进行答复

的信中，称其为“长江先生”；在 １９４４ 年致社会贤

达、无党派人士李鼎铭，感谢其推荐并评价《永昌演

义》一书的信件中，则称其为“鼎铭老先生”。 二是

“某某”为字的。 主要有：在 １９４８ 年致吴晗感谢其

撰写《朱元璋传》的信中，称其为“辰伯先生”；１９４９
年致张澜，邀请其共商国是的信中，称其为“表方先

生”；此外，称爱国民主人士刘揆一为“霖生先生”、
数朝元老叶恭卓为“誉虎先生”、著名爱国民主人士

章士钊为“行严先生”等。 三是“某某”为名加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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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称仇鳌为“仇亦山先生”。 四是“某某”为号

的。 主要有：在 １９５１ 年致出版界著名人物张元济，
对其表示感谢和关心的信中，称其为“菊生先生”；
致著名画家、爱国民主人士齐白石的信中，称其为

“白石先生”等。
对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和接受过教导的老师，表

达崇高敬意，则称“某某老”，其中，“某某”一般为

“名字中间的一个字” “姓氏加名字中间一字” “姓
氏”等几种情况。 一是在 １９５０ 年致协商建国的重要

人物陈叔通，回复工商户转业改组情况的信中，称其

为“叔老”。 二是在对工商界影响力强的陈叔通、黄
炎培两位前辈共同致信时，也称“陈叔老、黄任老”。

对交往比较密切的社会名人或故旧好友，则称

“某某兄”，其中“某某”又可分为“乳名”“名”“号”等
几种不同的情况。 一是“某某”为乳名。 上文提到的，
在 １９３６ 年 ８ 月致信学生时期和革命初期的好友易礼

容时，称其为“韵珊兄”，其中韵珊为乳名。 二是“某
某”为名。 在 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致信交往甚多的老朋友郭

沫若，盛赞其《甲申三百年祭》时，称郭沫若为“沫若

兄”，其中沫若为名；同年，致信交往甚久的沈雁冰，关
心其近况、并欲与其见面时，称其为“雁冰兄”，其中雁

冰是名；在 １９５８ 年致信早年同事、交往甚密的周谷

城，祝贺其大作即将出版，但回绝作序之事时，称其为

“谷城兄”，其中谷城为名。 三是“某某”为号。 在

１９５１ 年 ３ 月致信老同事、老朋友李达，感谢其解说

《实践论》，并希望其多宣传普及唯物论时，称其为

“鹤鸣兄”，其中鹤鸣是李达的号。
对在一起工作的作家、诗人、历史学家等一般党

外知识分子同事，则称为“某某同志”，其中，“某某”
可以分为“姓名”“名”等不同情况。 一是“某某”为
姓名全称。 １９４１ 年，著名作家萧军在延安从事文艺

工作，毛泽东致信萧军，与其讨论问题交换意见，称
呼为“萧军同志”；同样，１９４４ 年致信在延安工作的

文艺工作者、作家丁玲、欧阳山时，称呼为“丁玲欧

阳山二同志”。 二是“某某”为名。 １９３９ 年萧三在延

安从事文艺工作，毛泽东致信萧三对其作品进行盛

赞时，称呼为“子暲同志” （注：萧三，原名萧子暲）；
１９４７ 年，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在延安任中央马列学院

历史研究室主任，毛泽东致信范文澜探讨史学问题，

称呼其“文澜同志”；另外，与著名诗人臧克家探讨

作诗时，称呼其为“克家同志”等。
当然，毛泽东致信时对一个人的称呼也会随着

时间的推移、关系的改变或职位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如对宋庆龄的致信称谓由最初的“庆龄先生”，到新

中国成立后的“宋副主席”，再到“亲爱的大姐”，这
种称谓的变化，表现出毛泽东对宋庆龄从交往不多

前的尊敬，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共事的增多，两人关

系逐渐密切的亲近［３］１３。 对黄炎培的致信称谓也是

如此，从“任之先生”到“黄任老”再到“黄副总理”。
又如，对沈钧儒的称谓也是变化的。 １９３６ 年当其为

上海联合救国会的领袖人物时称为“钧儒先生”，
１９４８ 年，其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

时，致信称为“衡山先生” （沈钧儒，号衡山），１９５３
年，其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时，称为“沈院长”等。

总之，毛泽东致民主党派与知名人士信件的语

言风格，正是其一贯倡导和要求的言之有物、情感真

挚、有的放矢、语言鲜明等良好文风的生动实践与体

现，从中也看到其广交深交民主人士，为建立革命统

一战线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做出的重大贡

献。 习近平指出：“党的历史经验证明，文风不正，
危害极大。 它严重影响真抓实干、影响执政成效，耗
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耽误实际矛盾和问题的研究解

决。 不良文风蔓延开来，不仅损害讲话者、为文者自

身形象，也降低党的威信，导致干部脱离群众，群众

疏远干部，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群众中失

去吸引力、感召力、亲和力。” ［４］ 针对这种情况，习近

平提出并力倡“短、实、新”的文风。 这不仅是当下

对党员干部在文风方面提出的新要求，而且是对毛

泽东所倡导的优良文风的继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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