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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原名《没有新闻的角落》，意思是一个记者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也要能设法采到新闻。
后来我把这提炼成一句话：“记者出门跌一跤，也抓一把土”，在业界流行甚广。
本书是我1978—1987年在《光明日报》任驻站记者时的作品抽样。
它的最大特点是大多作品后面都有一篇“独白”，叙写稿件背后的故事或采写经过、作者的构思过程
以及见报后的反响。
本书于1989年初版，收入《梁衡文集》时列为第四卷。
其间重印多次。
这次更名重出应该是第五版了。
我想这本书能在10年间多次再版重印，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它的内容记录了1978年之后中国进入改革
开放新时期的最初十年，而且是来自最基层的第一手信息，有史料价值。
二是它以作者现身说法的形式，写出怎样写稿，怎样当记者。
这10年也正是作者——一个年轻记者，从一个初生牛犊走向成熟的过程。
我当了《人民日报》副总编后曾对年轻记者说过一句话：“五年看稿，十年看人。
”这是我的心里话。
三是这本书不是作品集，每篇“独白”都力求上升到情和理的高度，超出作品本身，而具有写作和做
人的指导意义。
所以这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四卷本“跟粱衡学新闻书系”时仍将它收入，更名为《记者札记》，
相信它对读者仍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感谢十年来多个出版社和一茬又一茬的读者对这本书的厚爱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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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记者札记》是作者对1978年到1987年任《光明日报》记者期间新闻业务的自我剖析。
本来记者你我，大同小异，并无可记之处。
但这里有两点特殊。
一是，这九年正是新中国历史由低谷到复兴的一个转折期，所记的人物、事件、思想都有特殊的时代
印痕，可资参考；二是，这九年作者以大报记者身份处于最基层的记者站，又是初出茅庐，深挖细采
，绞尽脑汁，有一些特殊的收获。
几篇作品得奖也在这一时期。
这一本书原名《没有新闻的角落》，本意是一个记者在不大出新闻的地方，如何抓到新闻。
该书1990年出版后，曾先后再版、重印13次，影响较大。
归纳出的一些法则、警句也广为流传，如“出门跌一跤，也抓一把土”，“三点一线采访法”等。
其中《青山不老》一篇还被选入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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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衡，山西霍州人。
著名学者、新闻理论家、作家。
历任《内蒙古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现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全国记协特邀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
员。
著有散文集《觅渡》、《把栏杆拍遍》，科学史章回小说《数理化通俗演义》，写作研究集《为文之
道》，政论集《继承与超越》等。
曾获“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全国好新闻奖”和中宣部“
五个一工程”奖。
有《梁衡文集》九卷。
先后有《晋祠》、《觅渡，觅渡，渡何处》、《跨越百年的美丽》、《把栏杆拍遍》、《夏感》、《
青山不老》等多篇作品入选大、中、小学课本。
 
    主要的学术贡献，新闻方面：提出新闻的新定义、报纸的4个属性、新闻与文学的12个区别、新闻与
政治“四点交叉统一律”等理论。
文学方面：第一个提出对杨朔散文模式的批评；首倡写“大事、大情、大理”，开创政治散文写作；
提出散文美的“三层次”理论和“形、事、情、理、典”的“文章五诀”写作法。
 
    学术风格：实践与理论并行；多学科交叉研究；深入浅出，笑谈真理。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记者札记>>

书籍目录

第一编  怎样采访　解进保自荐任林科所负责人取得显著成绩　　独白1  在春风中寻找破土的新芽　繁
峙县试办农技推广联合体　农艺师郭蒲生牵头建起繁峙县科技承包网　山西忻州地区鼓励科技人员下
乡搞承包　　独白2  采访如采药　终身从事教育事业光荣　　独白3  有钱难买回头问　重视智力投资
建设精神文明　　独白4  “三点一线”采访法　山西出现第二个“太阳村”　临猗县牛杜公社业余农
技校办得好　　独白5  发现新闻的亮点　农民医生史铭珂进行断指再植成功　　独白6  采访对象就是
你的上帝　　独白7  优待之忧　　独白8  采访勇如初生犊  写作巧似绣花妇第二编  怎样写消息　交城
县应迅速处理殴打科研人员的事件　交城枣树研究所贴钱向枣农传授新技术　　独白9  和你笔下的人
物同命运　山西科研机构着重应用研究成绩显著　　独白10  顺瓜摸藤讲清所以　新式五用塑料蛋箱在
山西诞生　　独白11  关于新闻小品　钟新淮研制出新式找水仪测定井位方便准确　卜宜乡党委决定给
工程师钟新淮每月保健费一百五十元　林业工程师王晋益研究黄土高原取得成果　　独白12  为隐者立
传给无名者传名　曲沃县去年集资二百多万元兴办学校　　独白13  谈谈组合式新闻　小学教师李健被
授予“山区办学英雄”称号　　独白14  一条记者导演的新闻　东一株西一株积木成林今一棵明一棵坚
持有益　　独白15  想起了一首诗　翼城县公路林储材百万方价值两个亿　　独白16  抓住灵感　神池
县将立造林功臣碑表彰高富育林十六载  一心为村里乡亲造福　　独白17  青山不老　所谓“蒲县武装
暴动”案真相大白　　独白18  历史曾有这样一个时期　山西省试办人才开发公司　　独白19  从导演
到演员第三编  怎样写通讯　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　　独白20  我的成名作　一个冷静的企业家　
　独白21  一点小小的遗憾　听农民朱勤学谈信息　　独白22  要时时追求“最新”二字　核桃之乡访
“核桃王”　　独白23  瞬间新闻与稳态新闻　农民灭鼠能手赵生成　　独白24  且把新闻当文学　“
忘了群众，还配做个党员吗？
”　她在塑造美的灵魂　敬礼，特殊的母亲　热炕　　独白25  一种宗教式的虔诚　三十一位同窗友二
十五年祁连月　　独白26  关于这个得奖标题　责任制在这个研究所　一个工程师的解脱　欲要山长树
先教山留人　　独白27  新闻的“新”就是“快”和“深”　女中学生池越忠踏冰救人英勇牺牲    园林
工人王志胜奋不顾身连救三入　　独白28  眼前英雄刮目相看　抓住典型深深开掘　提出问题说透问题
第四编  怎样写记者来信和内参　宣传《森林法》积极保护森林　山西农业大学教师李连昌建议大力
发展我国的红枣生产　山区养猪、养牛，孰更有利？
　要重视放射性同位素的管理工作　农村科学实验也要有一种责任制　关键是现行教学体制和教材内
容脱离实际　　独白29  提出问题比回答问题还要难　我国已有近150个城市出现缺水的局面　在郭凤
莲像上画“眼镜”引起的一件冤案第五编  怎样写报告文学　路，该这样走　耳朵湖的探秘者　老兵
行　　独白30  报告文学的边缘性第六编  怎样当记者　读写无定时见缝就插针　手中一管墨胸中墨一
桶　是记者就应是学者　老牛食草先吃后嚼　　独白31  作品就是你的身份证　　独白32  亦文亦理  且
研且习　　独白33  顺境与逆境　　独白34  关于“其他”　散文——文学中的“醉拳”　　独白35  种
一片新闻与文学的混交林　只是一层薄薄的糖衣　论科学文学　　独白36  三边地区打天下　晋祠　我
写《晋祠》　当前散文创作的几个问题　年感　　独白37  我的修养观　相声应以“剌”取笑　　独
白38  记者要杂　　独白39  告别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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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敢于当家发挥才干立志改革解进保自荐任林科所负责人取得显著成绩山西省交城县林业局技术员解进
保毛遂自荐，在艰苦的条件下办起了一个林科所，用合同制的办法择优用人，并实行一套有效的奖惩
制度，一年来已经取得显著的成绩。
这个县历史上盛产一种名枣——骏枣，它个大肉厚，曾参加过国际博览会，闻名国内外。
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前几年全县骏枣的年产量已由过去的150万斤跌到40万斤以下
。
又因这种枣繁殖较为困难，枣树也日益减少。
对这种情况，解进保这个1962年参加工作的农业专科学校毕业生，非常着急。
去年初，县委决定筹建林科所时，他主动要求去挑这副担子。
当时办所条件困难，只有60亩地，21棵枣树，10间房。
解进保同志向组织表示，一定当年见效。
他还立下“军令状”：向林业局暂借两万元作为基金，年底归还，如到时完不成计划甘愿受罚。
解进保到林科所任负责人后，用合同制的办法管理科研。
除他和另外一位70多岁的老林业干部是国家职工外，他只以合同形式从生产队择优录用了10名懂枣树
栽培的农民，作为基本力量。
然后根据季节的忙闲，随时增减人员。
他又制定了一套奖惩制度，把全部人员分成6个小组，各组在固定任务和资金的情况下，都有自行用
人、安排科研和业务的自主权。
他向大家讲：“我们谁也不要有‘铁饭碗’的思想。
咱们这个所的人员随时可进可出。
有用的人才要不断请进，不适宜的也要淘汰，包括我自己在内。
”然后他就选择了骏枣快速育苗和老树丰产两个课题，带领大家开始了紧张的试验活动。
解进保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分别试用8种办法来快速育苗，又采取多种办法来使老树增产。
经过他们的艰苦努力，当年就育成了这种稀有的骏枣苗40亩，又使所内21棵多年不挂果的老枣树重新
结果，其中有一棵产量达到164．9斤。
他们的成果引起了专家们的重视，一些外省区的同志也来参观学习。
去年这个所不但完成了合同上规定的两万元收入，还多收入了三万元。
解进保同志和这个所受到了上级的表扬和奖励。
[编后]技术员解进保办研究所的事迹，给人以多方面的启示。
他有强烈的事业心，敢于当家，勇挑重担；他有专业知识，既动脑，又动手，是真正的内行；他有自
主权，又能在办所用人上一反陈规，不是先去铺摊子设冗员，而是真正按照科研、生产的需要择优用
人，完全打破了“铁饭碗”的框框。
总之，他具有一心一意奔四化的实干精神，而毫无官僚主义的腐朽气味。
这正是我们的事业所需要的。
这个事实又一次证明：精明能干的人才到处都有，关键是要使他们有用武之地。
(《光明日报》1980年5月14日)[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科技界不少有识之士都意识到科研体制
的改革势在必行。
至于如何改法，一时又说不出个究竞。
这篇消息的好处，就在于它较早地提出了这个带有方向性的问题。
虽然通篇不过800字，却以生动的事实说明了解进保是怎样打破“铁饭碗”，合理安排使用人才，充分
发挥林科所内部的潜力，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即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它犹如一块投入静水中的石头，发表时曾引起了比较强烈的反响，开阔了人们的思路。
本文写法不落俗套，它没有按条罗列经验，而是始终让事实说话。
由于剪裁得体，使得文势跌宕起伏，宛如叙述一个动人的故事。
(注：此附文为《全国林业好新闻获奖作品选》收录原新闻稿时所加的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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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风中寻找破土的新芽这篇稿之所以能获得首届“全国林业好新闻奖”，并列为140篇获奖作品的
第一篇 ，事后我想主要原因是一个“新”字，在全国林业科技界，最早报道了“自荐”、承包这件新
事物。
新闻记者的使命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发现社会生活中的新东西并传播出去。
新闻记者每天的活动都是在进行一场求新竞争。
但是新东西常常是在不知不觉中出现的。
它好比春风吹过田野时，这里那里悄悄拱出的几点草芽。
一场大的变革正如季节的更替，冬尽春来，先是隐隐的雷声、习习的和风，而后才是脚下渐湿的土地
，河边变软的柳丝。
春来之时先是以一种无形的气息让我们来感觉它。
但人们总不能满足于虚缈的感觉，还要寻求和捕捉切实的证据。
假如朋友们在早春的黄土地上散步，谁要先发现两三苗破土的草芽，那必定能给大家带来一阵由衷的
喜悦。
1980年的春天，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一年多。
三中全会标志着共产党和人民在经过十年浩劫的沉痛教训后，开始了一种新的思维，开始了大变革前
的思想解放。
而在“文化大革命”之乱中被压在最底层的知识分子，要从传统束缚中挣脱出来，就更难一些。
在大家已经感到这种变革的气息已至、正茫然企盼着具体办法、翘首以待新人物时，解进保这个乡间
的技术员却迈着大步勇敢地走了出来。
他毅然自荐任职，借款办所，并甘立“军令状”，其敢作敢为的精神，正像刚开始苏醒的黄土地上冒
出的第一根草芽。
要紧的是作为记者要及时发现，春天的原野眨眼之间就会变成一片绿茵，到那时再喊发现绿草，便毫
无意义了——因为夏天都快到了。
这篇稿子采写于省里召开的一次科技成果颁奖会现场。
那天，一千多人的会场里鼓乐齐鸣，正在隆重颁奖，形式毫无新鲜之处。
我坐在最后一排空座上翻大会发言的文件，突然一份典型材料吸引了我。
我摸出一张缺了角的稿纸，草成这份千把字的新闻稿，又找解进保本人核对了一下，不等散会便向邮
局奔去⋯⋯这篇稿子见报时，我正在外地采访一个蔬菜研究所。
那天早晨，我正蛮有诗意地在那个大棚成排、绿苗满地的菜地里散步，突然听见广播里播出这条消息
。
这条新闻稿不但见了报，还选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早间的新闻节目，我高兴地绕着菜地连走了两
圈，看着那一片油油的新绿，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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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记者札记》原名《没有新闻的角落》，意思是一个记者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也要能设法采到新闻。
后来我把这提炼成一句话：“记者出门跌一跤，也抓一把土”，在业界流行甚广。
《记者札记》是作者1978—1987年在《光明日报》任驻站记者时的作品抽样。
它的最大特点是大多作品后面都有一篇“独白”，叙写稿件背后的故事或采写经过、作者的构思过程
以及见报后的反响。
《记者札记》于1989年初版，收入《梁衡文集》时列为第四卷。
其间重印多次。
记者就是报社的采购员，出门跌一跤，也抓一把土，要有每采必得的信念。
我主张如果有条件，每个年轻人，无论他将来干什么工作，最好先当四年记者，这是另一种大学。
写稿如打靶，也要“三点一线”：上面抓什么（政策和大局）、群众想什么（民意和市场）、你找到
了什么（最能体现政策和民意的新闻事实）。
这样你的稿就差不多可上头条了。
徐志摩说得好：“单独”有时是发现的第一条件。
我采访时，大都单独行动，这样易得刘真情况、真话。
多家报社、一群记者同时采访，只能应个景，我一般都不凑这个热闹。
每写一篇作品，我都提醒自己：不要与别人重复，不要与自己的过去重复。
语不惊人死不休，篇无新意不出手。
在“命运”这架大算盘上，你只是一颗算珠，由别人拨动；但在“生命”这架小算盘上，你就是手指
，时间、书本、生活等是算珠，都由你拨动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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