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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采”与“写”的功夫　　记者要“记”，采访要“访”，这种“笨功夫”丢不得。
按照“三贴近”的要求，记者只要转变作风，改进文风，深入基层，深入一线，不靠“现成材料”，
用眼看，用脚走，用脑想，用手写，就一定能多出鲜活的新闻精品。
记者要在新闻工作中成就一番事业，我认为，靠“天赋”不如靠努力，靠“捷径”不如靠勤奋。
不管现代社会物质条件如何改善，新闻传输手段如何先进，真正的好稿子还是“跑”出来的，“挖”
出来的，“访”出来的，“写”出来的。
深度报道是容易体现出特色的报道，怎样才能“深下去”，需要新闻工作者下苦功夫、下真功夫。
一句话，得来全要“费功夫”。
　　社会生活的汪洋大海里，新闻无处不存，当记者的，如何抓到最重要、最引入注目、最让人有兴
趣了解的新闻，这里面学问很大。
要完成这一艰巨任务，记者须像“矿工”一样具备两条：一是不怕苦和累，深入下去，沉下去；二是
要掌握采掘技术，把“矿石”取出来。
　　在新闻实践中，在社会上，人们对新闻作品，站在读者、听众、观众的角度，会作出种种评价。
比如，对新闻报道中讲的某一社会现象，人们“知道了”和“明白了”是有区别的。
许多时候，新闻报道只是让人们“知道了”。
其实，这还不是新闻功能的全部。
既让人们“知道”，又让人们“明白”，这里就涉及新闻报道的“深浅”、“厚薄”问题。
　　“平凡”与“不凡”，“小”与“大”，都是相对的、辩证的。
平常人身上，“凡”的地方很多，而对“不凡”的东西，用平常的眼光往往看不见，或看不清楚。
新闻记者，用敏锐的目光，往往可以像淘金者一样，能够发现闪光的“金子”。
正所谓从“平凡”中找到“不凡”，从“小”中发现“大”。
　　经济工作和经济生活是经济新闻的“富矿”。
从事经济报道的记者，应该是发现、采掘经济新闻的“优秀矿工”。
“矿工”须具备一定的“发现力”，有了“发现力”，才能找到有价值的“矿藏”。
面对“矿藏”，善于“发现”，会屡有收获；不善于“发现”，常常“空手而归”。
　　深度报道，一要有“广度”，二要有“厚度”。
所谓“广度”，指的是要由“点”及“面”，由一而二、三、四、五⋯⋯，由“此领域”到“彼领域
”；所谓“厚度”，就是指开掘要“深”，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有从“习以为常”中看到“非常之
观”的眼界。
　　就经济报道而言，做到既说“内行话”，又有“可读性”，很不容易。
“一般化”泛泛去做，与用创新的思路和方法去做，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现实经济生活中，不论宏观、中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需要解疑释惑的问题很多，新闻工作者可以
发挥作用的天地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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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采”讲究“深入”，要像矿工一样，在掘进中采到高品位的“矿石”；“写”讲究“文采”，
要将得来不易的“矿石”提炼加工成精良的“产品”。
采访得来的“新闻素材”能不能变成“新闻报道”，能不能变成“新闻精品”，关键要看编辑记者有
没有厚实的写作功夫，而恰当使用词语是其中的一个最基本又最重要的方面。
　　留心处处皆新闻，小处也有“大新闻”。
“大新闻”有时在“细小处”。
记者多留意，多观察，就能小中见大、平中见奇。
当记者的，不论身处何地，都要有“洞悉细微”的本领，有“知冷知热”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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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庹震，1959年9月生于河南省方城县，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现任《经济日报》总编辑，
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曾多次获得中国新闻奖；1984年10月被评为首届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1995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
殊津贴；2002年获范长江新闻奖。
著有《蓝天下的眼睛》、《无悔的岁月》、《静静的地平线》、《初春的太阳》、《世纪未：还有多
少问号》《丁住交界》、《面对社会之窗》、《报海觅踪》、《新闻采写艺术》、《史街背影》、《
史街余韵》、《心园驿站》等书。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怎样采写新闻>>

书籍目录

第一辑 怎样练就记者的基本功“案头功”与“采访功”新闻报道的表层和里层注意选取新闻报道的“
角度”新闻报道的“味道”从哪里来报道最忌“全”和“偏”研究型记者与研究型报道“矿工”的“
位置”慎用“第一”和“最大”注意新闻写作中用语用词的准确从记者到名记者的路有多远提倡“较
真”，夯实“根基”第二辑 怎样写人物通讯自然清新朴实“这一天”，就像打开一扇窗展现平凡人身
上的闪光点刻画细腻，真实感人巧用细节，感人至深别具匠心巧构思用心采访，用心写作为“写人”
而“写事”散文式的人物通讯怎么写生命，原本是绚丽多彩的文风朴实，语言精练惜墨如金，生动自
然要善于抓住“瞬间的精彩”一组精致的人物素描以小见大，轻灵简洁引人人胜，真实感人面对“凡
人小事”怎么下笔第三辑 怎样写体验式新闻“角度”与“亮点”从“感动自己”到“感动读者”脚板
底下出新闻景事交融，见物见人说说这篇“上班记”“片段”里的“深度”小处入手，大处收笔眼见
耳听脑思小中见大，细中见深“气象局”为什么成了重要的“经济部门”生动的报道，耐读的散文“
扎下去”的收获敞亮一个“窗口”看一个“大主题”第四辑 怎样写工作通讯见人见事，生动可读笔墨
未到心先至“深入”后的“收获”怎样写回访式报道节奏明快，主题突出点面结合，生动活泼拙中见
巧，简洁明快层次分明，简洁生动围绕“亮点”，彰显“特色”进一步树立精品意识主题开掘要“深
”，角度选取讲“新”“红娘”与“桥梁”第五辑 怎样写经济观察式新闻专题调查新闻有何特征比较
新闻的分量就地取“材”的独特视角“看到了”，还要“看得深远”经济新闻的视角“后发”如何“
成大器”“跳跃”与“升华”如何做到“一字值千金”记者的“发现力”从哪里来发现“熟悉”中的
“陌生”从“小题材”中发现“大亮点”从“苹果”到“汽车”善用“素材”巧握“节点”怎样写活
调查报道采访要“访”记者要“记”记者要“追”着新闻跑“细节”里的“含金量”第六辑 怎样写组
合报道和系列报道选准大题材，做活大文章体育报道中的“经济眼”与“经济味”近些，再近些“点
”有深度，“面”有影响在“深”字上下功夫一滴雨水的“大”与“小”深度报道的“广度”和“厚
度”善于总结，珍惜共同财富选好新角度，拓展新领域探索用事实说话的新路径使读者拥有“完整”
的收获“深入”与“深度”第七辑 怎样写经济“小言论”“小处”着笔，“大处”着眼“漫笔”的最
佳境界在哪里竹子里的经济话题从“大”中之“小”里见“小”中之“大”精彩的片断，闪光的灵感
讲道理与讲故事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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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辑　怎样练就记者的基本功　　“案头功”与“采访功”　　一篇稿子见报了，对记者来说
，完成了一件“作品”。
实际上，记者写好一篇稿子，“幕后”做的工作，往往比“案头”做的工作量大。
　　说到“案头功”，一位老记者曾说过，真正到了坐下来写稿子的时候，困难往往已经少去一大半
了。
“案头功”当然很重要：文路怎么样，文章结构怎么考虑，文字表达水平如何，写长些还是写短些，
是写消息还是写通讯，怎么开篇、如何结尾等等，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手法写，效果差别很大。
　　“幕后”工作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完成一篇报道工作在动手写稿前的所有前期工作。
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寻找、筛选线索。
第二，进行有关资料及背景情况准备。
第三，进行采访前的联络、沟通工作。
第四，完成采访过程。
四个方面的“幕后”工作，十分重要，缺一不可。
总起来讲，这些工作统称为“采访功”比较恰当。
对一个记者来说，同时具备“采访功”和“案头功”是相当不容易的。
但是，要想在新闻事业上有所成就，就必须两功兼有，且功底非凡。
　　“采访功”，从发现线索，到收集资料，到联络采访对象，到进行采访，是一个系统工程。
刚当记者的年轻同志，总找不到好的报道题目，有时有了题目不知如何找到采访对象。
被采访对象往往因种种原因而拒绝记者的采访。
这时，为了完成采访报道任务，记者要做一些“思想工作”、“组织工作”、“公关工作”。
这方面，没有一定的社会经验不行，方法不得当不行，工作做得不细不行。
这也是采访过程中常常碰到的情况。
新闻工作与社会生活环境紧密相关，被采访对象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中，对接受采访难免怀
有不同的心态。
当记者的，完成采访任务是职业所决定，但是，考虑被采访人的实际处境和情况，也是十分重要的。
这中间，关键是把工作做“到位”。
　　采访是一个艰苦劳动的过程。
像记者招待会式的采访，问一下，答一下，是最简单不过的了。
有人误以为采访就是“问与答”。
其实，大多数的采访往往不是在会议室进行的，而常常是在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中。
“事件性新闻”的采访，就真正看记者的“本事”了。
任何事情的出现与发展，都有前因、后果，都有上下左右，要弄清来龙去脉，里里外外，记者要下很
大的力气。
即使“非事件性新闻”，在采访过程中也要抓出特色，也必须下苦功夫，动脑子挖掘新的素材，也不
是问一问、答一答就行了的事情。
当记者的，要想事业有成，需要苦练两个基本功，既在采访上成为行家里手，又在写作上功底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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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书，是一本由对一些新闻作品“点评”汇合而成的新闻作品评论集子，作者通过评论道出记者
应如何练就“记”、“采”、“访”、“写”的基本功，包括人物通讯、工作通讯、体验式新闻、经
济观察式新闻、组合报道和系列报、经济小言论的写作方法与技巧。
倡导记者须当一个“优秀的矿工”，具备一定的发现力，和不懈挖掘的精神，懂得抓住新闻报道的“
深”、“广”、“厚”。
　　新闻是有学问的，新闻采访有学问，新闻写作亦有学问。
新闻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新闻的学问来自社会实践、社会生活的“大课堂”。
那么，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其传承和发展的路径究竟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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