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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同研究生谈新闻采写》是经作者长期打磨的结果，所以在诸多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不少还
带有开拓性。
如：　　——记者素质的特殊性在于过人的思想；　　——从时空双维上把握新闻及格的标准；　　
——采访要多种感官并用以加强现场观感，写作要尽量调动读者通感和感受移借；　　——消息的基
本特征是，迅速而简明地叙述新近发生的事实；　　——通讯的基本特征是，再现特定形象反映当前
社会生活；　　——述评的基本特征是，采用政论笔法报道新闻事实，并揭示其本身逻辑力量；　　
——新闻的倾向性、时新性、准确性、实用性决定了人们评价各类报道，都要看其政治　　上能否给
人以鼓舞，思想上能否给人以启示，方法上能否给人以借鉴。
相信读者看罢此书，会感到作者自成一家之言，且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进而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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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记者的起点——治学第一节 为什么要把治学作为记者的起点从记者工作的特性说起新闻报道
是记者思想的外化整体性与单一性立体性与两极式动态性与“一次性”处理广播、电视的挑战外部条
件情况积累理论水平专业知识第二节 记者怎样治学做人第一　学问第二扬长避短补短如长心结于一 
广中求深化整为零积零为整突破一点逐步延伸第二章 采访的起点——“我要和你不一样”第一节 田
流一番话给我的启示“我要和你不一样”力戒简单的重复和印证第二节 认识论的视角以及新闻的属性
从“不一样”入手把握新闻的及格标准第三节 求异性·事业心·讲氛围过人的思想的显露在倾注痴情
的同时超越自我“幸亏再不扣帽子、打棍子”第三章 了解读者——采访方法（一）第一节 “不了解
读者的人办不好报纸第二节 读者对新闻采写者的希望和要求读者需要我们传播新的信息读者需要我们
协助其思考读者需要宣泄读者需要消遣读者需要服务第四章 现场观察——采访方法（二）第一节 人
身上最灵敏的器官是眼睛所谓”百闻不如一见“并非虚妄色彩纷呈要靠”看“去感知“写作的欲火常
常由眼睛点燃弥补他不开口的缺憾一旦懂得了”看“的重要第二节 “一官独用”与“多官并用“一官
独用”的弊端从心理学观点看“多官并用”从信息论的观点看“多官并用用较少的文字诉诸读者较多
的感官第五章 事后访问——采访方法（三）第一节 事后访问同现场感多数新闻的采写离不开向人提
问题事后访问用“复原法”第二节 难点及难点的克服记者与访问对象交往的难点众人是圣人获得新闻
线索后要迅速破题第三节 提问的技巧要自然求简明抓要害第四节 座谈会与创造技法新手与行家在开
座谈会上的区别创造技法在座谈会中的运用“辩士”、“哑巴”、“聋子”第六章 动笔之前第一节 
动笔之前先定新闻体裁“文莫先于辨体各种新闻文体都要多练习第二节 把采访同提炼主题结合起来不
同档次的要求当今时代特征报道对象的主要特点老记者的建议⋯⋯第七章 消费概述附录·消息第八章
通讯概述附录·通讯附录·传媒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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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记者活动领域开阔，是不怎么受条条块块的局限的。
他今天在这个条条上看看，明天到那个块块上走走。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央报纸记者的活动领域比一个部长、一个省长的活动领域都开阔。
省报记者的活动领域比一个厅长、一个专员的活动领域都开阔。
县报记者的活动领域，比一个科长、一个乡长的活动领域都开阔。
记者到处看、走、说——用笔“说”，是记者工作的特性——用审视的目光看待一切，特别是新出现
的事物——决定的。
一事当前，这个审视，起码包括五个层次：　　其一，它是好事？
是坏事？
是不好不坏的事？
是新事？
是旧事？
是不新不旧的事？
　　其二，值不值得报道？
好事、新事不一定都值得报道；坏事、旧事不一定都不值得动笔。
　　其三，用什么形式报道？
是公开报道还是写“内参”？
　　其四，用什么体裁报道？
是写消息还是写通讯？
　　其五，用什么主题报道？
从什么角度切入？
尤其是针对社会上的什么问题来展开？
　　这五个层次的审视，都是在顷刻之间进行的，这就需要思想——过人的思想。
可以这样说，记者素质的特殊性就在于过人的思想，它是记者工作的特性决定的。
没有一点过人的思想，所谓顷刻间完成五个层次的审视就是一句空话。
　　古人说：“文以意为主。
”[（唐）杜牧：《答庄充书》]“意”不就是思想么？
今人说：新闻用事实说话。
“说话”不就是表达思想么？
记者要用渗透着、寄托着他那过人的思想的事实来说话。
　　法国《世界报》的创始人梅里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白夜采访的时候说：“我不计算我写了多
少书，而计算我提出了多少思想，我不喜欢计算数字，我喜欢计算思想。
”（参见《消息通讯写作》第129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84年10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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