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nance ＆ Accounting

财务与会计·理财版·2012 0974 2012 09·财务与会计·理财版 75

 梁淑玲

题好只是一半文
── 兼评《财务悟性随思》

俗话说“秧好一半谷，题好一半文”。无论什么作品，都要

重视题目的拟写。标题是文章的眼睛，如看到《财务悟性随思》

（《财务与会计》理财版 2011 年第11 期）这样一篇文章标题，

笔者有股想读的冲动。

首先，题目新鲜，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关于悟性见得多

了：顿悟、渐悟、醒悟、觉悟……不胜枚举。但关于财务悟性

还是首次接触，百度一下“财务悟性”，几乎找不到财务与悟性

同时出现的页面。再看这篇文章的结构，作为随笔体散文，文

章能天马行空地任思绪飞驰而始终未离开悟性二字，真可谓

“形散而神聚”。三说文章的语言，这篇文章的语言轻松、自然、

柔美，所以第一遍读来能够“一饮而尽”，这样的文章往往在考

场上容易得高分。

前人说“文章不厌百回读”，好的文章是经得起推敲的，也

是不怕读的。这好比厨师做菜，要色香味俱全。厨师做菜首先

要“好看”。菜肴的色之美，往往是给予人们欣赏、品尝菜肴的

第一感觉。文章的题目就好比菜“色”，没色相的菜，食客不愿

举箸，同样，一篇文章，若题目选得不好，读者也会没胃口，好

的题目才能吸引读者，让读者有读下去的欲望。所以，我每写

文，必在题目上下一番功夫，虽说不求“语不惊人死不休”，但

最起码要达到自己满意。

其次要“香”。一盘香气四溢的佳肴，相信没几个人能抵得

住，一篇文章语言优美、行文通顺、没有太多雕琢的痕迹，就

好比这菜有了香味，一般读者都能一口气把它读完。有了“香”

的文章第一遍是很难看出毛病的。

三是要“味”。美食专家评论厨师的最 后一关就是“味”，

“味”是菜肴的灵魂与生命。色之美是外在的，香之美是暂时的，

味之美才是内在和久远的。若要文章有味、耐读甚至说读来余

味无穷，作者就必须炼就文火慢炖的内家真功，文章、段落、

句子、词汇、字意都要在这“文火慢炖”中丝丝入味，甚至每一

个字都要反复推敲，直到找到适合语境的那一个，让它具有不

可替代性。

能上正规期刊的文章，大都具备了“香”字，在读第一遍的

时候，一般很难看出有什么不妥。拿《财务悟性随思》一文来

说，我在通读第一遍的时候，只发现了一个问题 ：“财务悟性

的提高，更离不开我们的大脑”，一开始觉得是作者笔误或者

说是编辑或排版的失误。但通过反复通读全段，感觉我的推

测是错误的，如果仅是笔误、失误，就不会有“裂脑人”之说。

其实，关于“裂脑人”这一段，作者想表白的意思是 ：锻炼

右脑，可以提高财务悟性。但是，作者把本来就很抽象的科学

研究方面的知识呈现给读者，不但起不到证明论点的作用，还

给人以云里雾里的感觉。锻炼右脑，提高悟性，这是属于科学

研究的范畴，到底能不能，我们一般人心中也没底，这一段文

似乎有些牵强附会，对证明论点欠力度。当然，有道是文无定

法，能自圆其说就行。

当通读第二遍的时候，我总感觉前面五段有什么不妥，但

一时还说不清，再把整篇文粗略地捋一遍，豁然开朗，原来如

此 ：作者前五个自然段都在说一个问题，那就是说财务管理

工作者对未来的测预力和预见力就是财务悟性，CFO 们就是

靠这种对未来的测预力和预见力对企业的预期价值和未来价

值进行管理。一般而言，悟性有五种表现形式 ：未卜先知、举

一反三、去伪存真、心有灵犀、触类旁通。“未卜先知”可以说

是具备“悟性”的人所必备的基本素质和能力之一，“触类旁通”，

是“悟性”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一般意义上的悟性，指的就是“触

类旁通”。 “未卜先知”虽说是具备“悟性”的人所必备的基本

素质和能力之一，但是要真正做到“未卜先知”，除非是神仙抑

或得道高僧。只要是预测就会有失误的时候，如作者所言，就

算每次都能猜对，相信哪个公司也不会依据 CFO 们的精准预

测做出动辄几亿的决策。   

当三读乃至熟读的时候，又发现了一个大问题。文中作者多

次提到一个字“猜”，文中还有一句话“可如何总能猜对呢？这是

一个涉及悟性的问题。”显而易见，作者的观点很明了，“悟”就

是“猜”，总能“猜”对就是悟性高，经常“猜”对，就是悟性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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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猜”对，就是悟性一般，从来“猜”不对，就是没悟性。我

问十岁半的女儿，你如何理解“悟”和“猜”，女儿说，这个我不好

正面回答，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比如，一个问题我猜对了，但

我不一定明白，不一定理解 ；一个问题，我悟对了，就一定明白，

一定理解。女儿的话让我茅塞顿开。查百度词典“猜”有推测、推

想和疑心、嫌疑之解，显然，作者指的是前者；“悟”有理解、明

白之意。看来，作者犯了一个概念性的错误。 “猜”绝不是“悟”，

“悟”也绝不是“猜”。有一句歌词叫 ：“猜来猜去你猜不明白”，

做财务工作万万不可用“猜”，还是不要太浪漫，猜不明白的。

重新回到题眼 ：财务悟性随思，既是“随思”，就是说，可

以想到哪写到哪。既是悟性随思，就是说，怎么写都不可离开

“悟性”二字。既是财务悟性随思，那全文就应体现财务的特

征。纵观全文，作者很好地抓住“悟性”二字，但“财务”特征却

表现不足，关于如何提高和培养悟性，作者一共用了六个自然

段去阐述，可以说，这六个自然段，无论阐述道理，还是列举

案例，都没有很好地紧扣“财务”二字。试着把这六个自然段中

的“财务”二字去掉，或者把“财务”二字用“营销”、“管理”去

替代，似乎同样成立。

有人说 ：“当你更进一步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的你是多

么无知。”仔细琢磨，这似乎就是我们常说的悟性。也就是说，

悟性是种综合能力，包括知识的累积、实践的累积、阅历的累

积等，但这一切的累积都离不开思考与总结，只有思考与总结

才能把累积的一切化为为我所用的正能量。简单地说，悟性就

是以各种模式不断地进行思考，然后对思考的结果进行沉淀，

将思考固化进日常的行为中。那么何谓“财务悟性”？笔者以为，

所谓财务悟性不仅是借与贷等表面的财务 信息，而且是能够

应用相关的财务信息或者说边际信息，知道数字背后的财务意

义，进而用于指导财务工作，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举例来说，

即便你没学过会计，当别人给你讲解了什么是盈利指标，再给

你两张不同的反映公司盈利指标的报表，你能毫不犹豫地指出

哪个公司盈利能力强，这就说明你的财务悟性高 ；即便你没有

做过预算，仅仅从预算的制度、报表体系，你就可以对预算有

一个大致的了解，而不用通过换岗来熟悉预算，这也说明你有

财务悟性。悟性高的人，都是一点即通的。

虽然作者一再强调，悟性在财务工作中多么的重要。但却

始终没有提供足够说服力的案例，去说明财务工作者如何利用

自己在财务工作中的悟性去力挽狂澜、扭转乾坤，或者说利用

自己在财务工作中的悟性推进工作、扩大经营。作者文中提到

英利赞助世界杯的案例，笔者以为除 CFO 李宗炜其人的身份

能体现出“财务”的特征外，再也找不出哪里能体现财务特征

的地方。

那么，什么样的案例更有说服力，笔者试编一则 ：某企业

的 CFO 这几天正为下属分公司人浮于事、入不敷出而愁眉不

展，闲翻《红楼梦》，看到探春协理荣国府一段，不仅拍案叫绝，

遂向高层提出了对下属分公司实施财务激励制度的建议，随后

获得高层一致认可。从此，分公司面貌焕然一新，不但人尽其

能，同时分公司也实现财务自由，不再拖总公司的后腿……

言归正传，题好一半文说明构建好文章标题很重要，但题

好仍不过一半文，后面还要下很多功夫。从拟题、选材到成文、

修改，直至最后把文章呈现在读者面前，要经过许多环节。忽

视了任何一个环节，都会影响整篇文章的质量。有时哪怕只是

很小的失误，都有可能使整篇文章黯然失色。

“文题善，佳篇成一半”，文章的标题，是文章内容和读者

心理之间的第一个接触点，也是传递作品主题、展示作者才情

的重要内容。新颖的标题，往往会给阅读者一见钟情的感觉，

但拟题只是行文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要想真正写出神采飞

扬、感人肺腑的佳作，一定要根据内容表达的需要，在选材、

构思和立意等方面下功夫，这样才能题文相称、浑然一体。

历史上沉淀下来的好文章都存在着大智慧，被后人尊为经

典。其实，大多数经典往往都不是一挥而就的。古今中外成名

作家大都注重文章的修改。欧阳修晚年用思甚苦, 努力润色早

期文章 , 妻子问 , 为何如此刻意 ? 还怕先生责备吗 ? 他说 , 不怕

先生怪 , 却怕后生笑。俄国作家契柯夫曾说“写作的艺术，其实

不是写的艺术，而是删去写得不好的东西的艺术。”欧阳修名

篇《醉翁亭记》开头原来有很多文字，最后只留下“环滁皆山也”

一句。所以，好文章往往不是写出来的 , 而是改出来的。因此，

修改是写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又一重要环节，更是一个再创造

的过程，好文章源于不断地修改。

修改文章是写作过程的后续工作，如何做好这项工作，使

文章精益求精？笔者以为，先要着眼全篇，再从整体到局部，

层层梳理。具体而言，一是要检查文章的结构和构思，看结构

是否完整，内容是否充实。在构思上主要看段落层次划分是否

分明，上下文意衔接过渡是否自然流畅。二是要看文章的思想

内容是否正确，观点是否正确、鲜明。其次要局部突破。局部

突破，使行文简洁流畅明了。笔者有个坏毛病，遇到自己喜欢

的句子或词，在写作时，就总是千方百计地要把它用上，当文

章完成看着不妥时，却总舍不得删。其实，这是写作之大忌。

文章的美不在于用了多少修饰语、有多少名言警句，而是要看它

词句是否通顺，表达是否合理确切。因此，我们在修改文章时，

首先就要做到文从字顺、简洁明了，在此基础上，再对语言进

行适当的加工润色。

写作是隐性能力, 从别人那里是学不到真功夫的。笔者相

信“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要说真有什么捷径与技巧，不

外乎 15 个字 ： 多阅读、细观察、勤积累、常练笔、重修改。

（作者单位 ：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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