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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手记》

前言

从大学毕业到退休，我这一生的公务年龄都是在新闻这个平台上度过的。全部时间中有一半是做新闻
业务，一半是做新闻管理。我大学的专业并不是新闻，以一个外行，一步步走进新闻的殿堂，先当记
者、编辑，后来又任新闻出版署官员、《人民日报》副总编。但是我总觉得自己还是个外来户。一路
上如履薄冰，小心观察，谨慎体悟，孜孜以求。我有一个顽固的习惯，不论是从事管理工作、新闻写
作还是文学创作，都不盲目跟行前车之辙，总想在实践的同时弄清它的理论根据，走自己的路。我把
这比作“打着灯笼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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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手记》

内容概要

《总编手记》作者梁衡，新闻是火花一点，不是火光一片。记者的工作是寻找星星之火，好去燎原。
而往熊熊的火堆上再扔一个火把，这不是新闻，也不是记者要干的事。消息要七分肉，三分骨。什么
是肉?事实、过程、情节、人物、场景、数字、语言等。而理性的结论、思想、分析等则是骨头。
这几年看稿多了，发现一种“要”字牌言论。它几乎是把文件拆分成段，要这，要那，要读者去照办
执行。文中透出一股横气、霸气和命令之气。这哪里是在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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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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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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手记》

书籍目录

明理篇　报纸的主体是新闻，本质是信息　　　　　　　　　　　稿件的生命力在于它的政治生命力
　　　　　　　　遭遇“盲稿”，半夜三更找“眼睛”　　　　　　　　　　　勿因小巧失大真　　
　　　　　　　　　　　　　　　新闻是火花一点，不是火光一片　　　　　　　　　　　今天的新
闻是明天的历史，好稿则是历史的坐标　　　　从历史长河回望新闻的浪花　　　　　　　　　　　
　机关报要克服机关化　　　　　　　　　　　　　　　机关报要搞好“五个统筹”　　　　　　　
　　　　　　政治新闻的“三难”与“两特”　　　　　　　　　　　写作篇　鸟打嘴，兔打腿，采
稿要拦不要追　　　　　　　　　　把握多棱镜的那一道棱　　　　　　　　　　　　　　一种必须
改正的“有残文体”　　　　　　　　　　　作者笔下先有形，读者心上才留痕　　　　　　　每一
个将军都有一个假想敌，每一个评论都要有一个真靶子　内核外延说通讯　　　　　　　　　　　　
　　　　　消息要七分肉三分骨　　　　　　　　　　　　　　　　“要”字牌言论　　　　　　　
　　　　　　　　　　　编辑篇　新闻在文字大家族中的位置　　　　　　　　　　　　编稿应多用
刻刀，少用锉刀　　　　　　　　　　　　　　“黑板报”式、“文件”式专版，让人生厌　　　　
　　　　　办好专版、专刊、周刊的“三一公式”　　　　　　　　　　专版三要素：鲜明的主题，
扎实的新闻事实和有个性的言论　　含混不是模糊美　　　　　　　　　　　　　　　　　策划篇　
好栏目是好稿的专卖店　　　　　　　　　　　　一个三级跳跳出来的头条　　　　　　　　　　记
者篇　记者最大的“绝活”是头条　　　　　　　　　　　　　　　　新闻是沟通记者是翻译　　　
　　　　　　　　　　　　　新闻，是流动中的一瞬　　　　　　　　　　　　　　　　　　记者的
多重身份和道德底线　　　　　　　　　　　　　　　记者职业四要素，首先要有责任心　　　　　
　　　　　　　　关于记者站建设和管理的几个问题　　　　　　　　　记者是从事件中走出来的金
凤凰　　　⋯⋯夜班篇标题篇政治篇记事篇作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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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手记》

章节摘录

中央提出全党要转变作风，新闻界怎么转变作风，主要体现在两点上，一是采访作风，二是写稿文风
。特别是各级党委机关报，更要带头转变作风。要落实这一点，先要研究一下读者的反映。根据读者
的读报效果，我觉得在转变作风中有一个问题值得研究，就是机关报的稿件要克服机关化。中央领导
指出，改变作风不能用会议落实会议，用文件落实文件。对我们报纸来说，不能用转发会议消息落实
会议，转发文件落实文件。作为领导机关，它的最基本的方法是会议、文件、视察、汇报等；作为报
纸特别是机关报，如果只限于简单地报道这些，读者就不满意。就是说，工作可能离不开机关化，稿
件却不能机关化。可惜我们报上大量充斥这些机关化的稿件，如会议、文件、视察、检查、表态、总
结，包括稿件中的空话、套话等，这些都是稿件的机关化倾向，读者不喜欢看。传媒有传媒的规律和
功能，它要为机关工作服务，但稿件不能机关化。它必须将工作成绩、文件、会议精神转换成新闻语
言，进行二次深化。这种深化就伴随着作风转化，报纸应尽量减少程序性稿件，多一些创造性的稿件
。怎么在写稿上克服机关化倾向，有这样几点：抓实事，三点一线。新闻的定义有很多，过去说，新
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我想更进一步表述为新闻是受众所关心的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传播。
这里关键是受众和事实。我们的机关有会议，有决定，上面有精神，但读者更关心这些决定、精神的
落实，关心最新的事实。毛泽东同志说：请看事实，还是请看事实。转变作风，就是：“不编材料，
去找事实。”去抓那些能直接反映或折射上面精神的事实。这叫三点一线：上面的精神、群众（受众
）的关注，再加上事实，只有这三点成一线时，这篇稿件才能打响，读者才爱看，才能传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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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什么是经典勺常念为经，常数为典。经典是空前的，别人没有达到过；经典又是绝后的，你可以重复
它，但不能再造它。来读梁衡的《总编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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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是好书，我要早读到就好了。帮助很大。
2、老干部退休余热发挥书系⋯⋯要不是顶那么多实权光环，出不了这么多。有志入党报的就认真捧
读吧。
3、用心读、用心学，有收获。
4、看着还不错～
5、很前卫的思想，值得新闻专业的人去学习
6、为党说话呢。
7、这本书是我帮一位记者朋友订的，他收到这本书后我们一直也没再联系。最近一次聚会中碰见他
了，就和他聊到了这本书，他很感激地对我说，梁衡这本书对他的帮助很大，给他指明了方向。他在
实际采编过程中注意运用该书中的知识，效果非常明显。
8、好吧 果然是人大出的书呵
9、~~~
10、能够从新闻界知名领导和泰斗中获得新闻学的知识，值得一买。
11、新闻是火花一点，不是火光一片
12、没看呢，应该挺好的。
13、虽然新闻也可以春秋笔法暗藏玄机，但还是更偏爱锋芒毕露旗帜鲜明的评论。
梁衡是人民日报总编，所谓政治挂帅，真的是不怎么喜欢。
粗粗扫下来，注意到了很小的一点。就是记者蹲守水坑拍行人摔到照这事。梁衡是批评缺乏起码的公
民道德，记者是被名利心困住了。
后来梁衡又类比当初国难当头的时候一些文人还在写休闲小说，比如说梁实秋。
周作人、沈从文估计也可以算。
我一下子联想到了一个问题，未必性质相同，却仿佛又有些联系。奥斯维辛之后再无诗，对么？雅安
地震几日后责备某些人士居然还在谈论诗歌，对么？
还有一个专业精神的问题，日本传说中的地狱画师，女儿被烈火焚烧，而画师不去救女儿反而是去画
下这一无比凄厉辉丽的景象，遂成绝世之作；又如中国诸多传说中，身入火炉以铸剑等等，这个价值
该如何取舍，如何评判？一则审美，一则伦理？
14、　　办报人的深刻体验，读来有豁然开朗之感，真是相见恨晩。
15、不错的正版书籍，值得购买。就是书有一点贵，再便宜一点就好了。为了学习，咬牙买的，希望
书商和当当为了广大读者支持正版的心，书要便宜一点，再便宜一点啊！
16、7.6周二上午借 7.9还
17、言简意赅，鞭辟入里。
18、  这本书说真的，吸引人地方不多，就是写新闻的心得吧···在前面会很重视消息，他会认为信
息是报纸的主体。说真的，我觉得这本书写给谁看，就是受众定位，我不能很了解。 或许是已经新闻
从业人员吧，不过好像明理篇，都是一些很常见的问题，没有太多闪光点。
  唯一可以觉得有闪光点是往后的夜班篇，政治篇。算是这位身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亲身经历，作
为中国最大的纸质媒体的副总编辑，总有他过人之处吧。写到在新闻事件自己亲身经历，很深刻，很
真。不过我想其实其他总编辑都会有这些经历，只不过只是他出成书而已。到真正成为新闻人，并不
觉得新鲜啦。或许对于我们读这一专业的人，但还没真正涉及这一领域的人，还有吸引力，觉得还有
些许可读价值。
19、一半内容有用吧，仅这一点买这本书就值得。
20、后教科书时代。
21、看脸就知道写的不错！！
22、官媒写作手册
23、很有帮助，深入浅出，喜欢梁衡
24、刚买来拿回家就被一宣传工作者顺走了，至今没有回来，上次在他办公室看见，呵呵那就继续躺
他办公室书架上吧。不过，该同志认真读完以后回复说书相当不错。那是，也不看看是谁写的，更重
要的是那是谁买的。我又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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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手记》

25、梁衡先生的书写的都不错，值得一看
26、前半段还挺好看的 党性明显 重视党报对社会主流的把握 对业务有自己的理论思索 比如重视信息
的传递 特别强调不为了一个好点子而偏离整个稿子的方向等 能看到《人民日报》如何改稿的例子 也
不错
27、好新闻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28、很不错的一本书啊，实践出真知，好好看，可以学到很多。
29、可以作为新闻初学者的圣经，里面有些观点已经不适应现代新闻规律，但是绝大部分还是有启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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