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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委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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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联系实际探求理论
，但这个理论绝不枯燥，探求的过程也不艰涩，是寓研究于体味、把玩、欣赏之中。这就是诗话、词
话、笔记这一支。有点类似现代西方的案例教学，但现在的案例教学有其事，有其理，却少有其美。
中国画的教学作品叫“课徒稿”（比现在电脑课件要早好多年），是教师边画边讲，演示技法的手稿
，有其法，有其理，却又一样的美。有的简直成了传世名作，如著名的《芥子园画谱》。鲁迅小时候
，在私塾里除学正课外还偷偷地临它，可见其吸引力，至少说明它不枯涩。这大概就是列宁说的笑谈
真理。我从小就喜欢诗话、笔记体的学术书，后来做了新闻，便以这种方式边实践边探寻新闻写作的
原理。积以时日，当我告别新闻平台时便有了一个“新闻三部曲”，这是我几十年在新闻之路上走过
来的照路灯笼，或一根拐棍。应出版社之约再加上《梁衡新闻作品导读》，便构成了现在的书系。

Page 2



《评委笔记》

内容概要

《评委笔记》是作者从1987年到2000年我在新闻出版署做管理官员期间担任各种新闻奖项评委时的随
笔。这本研究笔记一一辨析作品得失，并尽量上探其源，分别归纳为采访、写作、原理等八个方面。

Page 3



《评委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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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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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信息传递的衰减    附26  “别忘了咱工人”  远景与近景    附27  在肉搏中通过的法案  青藤绕苍松    
附28  保护“三资”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  不要只是出卖资源    附29  珠海消息令人振奋科技人员喜获重
奖  米饭里不要掺沙子    附30  CAAC为何延误？  一篇未“接轨”的消息    附31  上海证券交易与国际市
场接轨　　电真空B种股票昨天首场交易一派兴旺  主题不能游走  从消息到通讯第四编  怎样拟标题  首
先要准确  请保护好你的“眼睛”    附32数千学子竞抖擞昆明破冰迎风走  眼大无神  不要往读者眼里揉
沙子  拟题先夺势    附33  “洋劳模”受奖    附34  百余农民学“洋文”  唐家村有座“外院”    附35  “芝
麻官”退休也风采  标题制作要挑出新闻要素抓住读者心理第五编  怎样写评论  新闻是西瓜言论是瓜藤
   附36  四靠市场  “论”不惊人死不休    附37  是天旱还是地旱？    附38  是天旱还是“人旱”？  笑谈真
理又何妨    附39  “揉屁股”现象及其他  大喝一声，慢慢道来    附40  青春靠不住  评论是报纸的宝塔尖
第六编  新闻的编辑与策划  报刊需要好文章  总编，你总在干什么？  大牌大打后发制人  既要采新闻更
要挖新闻  头条，头条，条条都应是闪光的金条  去抓与社会和读者共振的稿件  当记者就要适应竞争  
选择那些妨碍中心工作的事批评  选国法所不容、群众所不平的事批评  新闻是报纸的主体  不能有“揭
伤”、“喜乱”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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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委笔记》

章节摘录

　　第一编　什么是新闻　　七字标准　　现在各地都有大大小小的新闻评奖。到底什么样的稿算好
稿，能得奖，无统一标准，也难有一刀切的标准。但就像好质量检查员手中总得有把卡尺一样，我自
己看稿时一般是用这七个字来衡量：大、新、深、快、短、活、强。就是说：取材要大、达意要新、
挖掘要深、抢发要快、文字要短、写法要活、效果要强。这七个字又可分成三组看，“大、新、深”
是从内容方面要求；“快、短、活”是从形式或技巧方面要求；“强”是换一个角度，从读者接受方
面来考察。　　大，指取材。记者向读者传播信息，当然是要拣重大信息、有轰动效应的信息，在一
定时间或地域内总是有一些为大多数人共同注目的事件。将这种信息传递出去是记者的首要选择。比
如，1991年夏天，全世界都在关注海湾战争；奥运会期间，各国都在关注本国选手的成绩；平时国家
政权的变动、重大政策的出台、突发事件出现等等。这种消息内容大，覆盖面广，易引起反响，有天
然的竞争优势。总编辑为报纸选头条，主要是考虑这类题材。从评奖角度说，它占有天然的优势。　
　新，有两层意思，一是刚发生的新鲜事，二是老事情新角度，由这个新角度所揭示的新内容。苏轼
庐山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角度出新意。新闻是捕捉新的信息，但现实生活中
常常不可能每天一个新花样，也有许多重复来重复去、让人看惯听腻了的东西，比如会议报道、春种
秋收消息、年终完成计划、科技成果消息等。过去我当记者时最愁写教育新闻，学校按部就班的生活
，教师崇高又平凡的工作，像一块纯洁透明的平板玻璃，你的笔很难切入新角度，这很考验记者的真
功夫。尽管我们强调新闻的客观公正，但从自然信息到新闻信息，这过程中已无疑有了记者的再创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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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委笔记》

精彩短评

1、“这本研究笔记一一辨析作品得失，并尽量上探其源，分别归纳为采访、写作、原理等八个方面
，本书原名《新闻绿叶的脉络》”，内容还未看，书的质量不错，适于翻阅。
2、好的文有不同凡响之处
3、相对于丛书中的《总编手记》和《作品导读》，这一本可读性较弱。
4、六星。
5、不愧是大师，里面的新闻评论都非常细致，而且见解独到，基本上涵盖了整个新闻系教材
6、评委老师“眼睛一热”，我鸡皮疙瘩掉一地。说新闻不动情，得奖新闻最感人。说新闻讲理，讲
什么理却得含而不露。2009年出版的书，用的全是1990s的例子，是暗示这些东东不朽？
7、做一回评委，认真学会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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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委笔记》

精彩书评

1、最近在看梁衡先生的《评委笔记》，看得热血沸腾，激动不已。感觉我们有如此优秀的新闻人真
是太值得庆幸了。梁衡先生很善于从新闻实践中总结出普适的规律，并且评论起现有的新闻稿件常常
是一语中的，一针见血。另外，打比方打得太好了，让稍显抽象的道理变得易于理解。这些针对报纸
新闻的内容，对于电视新闻的选题、策划、采访、报道等都有非常大的借鉴意义。从书中不仅可以学
到新闻专业很实用的东西，还能从梁衡先生的字里行间学到写作的点滴，如何叙述、如何说理、如何
比喻⋯⋯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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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委笔记》

章节试读

1、《评委笔记》的笔记-第226页

        第五编 怎样写评论
01.（新闻评论的地位）新闻是捧给读者的一颗西瓜，言论是帮助读者找出那根瓜藤；新闻是送给读者
的猎物，言论是送给读者的一支猎枪；新闻是沙漠上的绿洲，言论是沟通绿洲的地下河；新闻是剪裁
社会现象，言论是追寻这现象后面的本质。——《新闻是西瓜，言论是瓜藤》
02.（评论的层次）现在的言论就质量来说大致分三个层次。第一个是浅层，就事论事，还没有摸着藤
，只是拍着瓜说：“好瓜、好瓜！”第二个是次深层，刚摸到瓜与瓜藤的结合处，就高兴地说：“瓜
是结在这里的。”第三个是最深层，摸到了主藤，而且找到了根。——《新闻是西瓜，言论是瓜藤》
03.（新闻和评论）⋯⋯新闻与言论⋯⋯一个是抱瓜，一个是摸藤。消息靠事情的大、奇来引人；言论
靠道理的高、深来服人。写消息一定要采写到别人没有用过的最引人的材料；写言论一定要提炼出别
人没有想到的最深刻、最新颖的观点。——《新闻是西瓜，言论是瓜藤》
04.（新闻评论的责任）新闻评论的责任是什么？是拨乱、导正、解惑。如果说新闻记者所追踪的是社
会上新出现的有价值的信息，那么新闻评论员所追踪的就是社会上新出现的值得注意的思想或思潮。
记者好比货车司机，每天不停地装卸信息；评论员好比交通警，于十字路口指点方向。如果发现走错
了就大喊一声（拨乱），再讲解该怎么走（导正、解惑）。——《大喝一声，慢慢道来》
05.（评论的重要性）报纸内容的质量构成从体裁上来讲有三个层次：消息、典型、评论。⋯⋯消息是
水珠，评论是阳光。一滴水可以见太阳，平常报上的一条信息就好比一滴水，它体现着报纸的观点。
如果不是一滴水，而是一片湖呢？自然映照的内容就更多一些，这就是报纸上的重大典型报道。它的
折射更有广度和深度。如果我们再换一种思维方式，干脆不用折射而用直射，直接给读者以思想，如
阳光直射大地，这就是评论。⋯⋯严格地讲评论不是新闻，但是它却领导新闻，就像诸葛亮不会舞大
刀却要指挥关羽、张飞。它在性质和档次上是根本高出一截的。——《评论是报纸的宝塔尖》

2、《评委笔记》的笔记-第84页

        第二编 怎样采访
01.（如何在不能到达新闻事件现场时报道新闻？）我们不妨把新闻信息分成三类。一类是主信息，即
事件最主要的、基本的特征信号。第二类是次信息，是次一档或非本质的特征信号，直至一些花絮新
闻。第三类是外围信息，是事件本身的影响造成的磁场或衍射效果，是对事件的一种间接优势，要凭
机智聪明，才能发现和写好。⋯⋯（例如）春天到了，简单的报道方法，可以说“今日立春”，可以
说“气温多少”，也可以说“树绿了花开了”等等。这都是春的信息。但还有比直接信息更软一点的
，只靠感觉不可直观，甚至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东西，即声息、气息。王安石写春：“春江水暖鸭先
知”，杜甫写春：“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就是间接报道。声息、气息也属信息，但已有很大
的区别。如果将一般的信息比作当当的钟声，声息、气息就是绕梁的余音；将一般信息比作一户山里
人的田舍，声息、气息就是山背后冒出的炊烟；将一般信息比作硝烟战火，声息、气息就是逃难人惊
慌的面孔。⋯⋯写这类稿（利用外围信息写就的稿件）一在观察思考，二在精雕细刻。⋯⋯在文学史
上精美小品与鸿篇巨制争辉的有的是。如《陋室铭》、《爱莲说》等。新闻小品也应该有它的地位⋯
⋯——《却借声息传信息》
02.（如何在深度上求新？）深挖，怎样挖？一是开口要小。⋯⋯小，常常可以加强事物的相对深度。
大海也很深，但这大常掩盖了它的深。我们见到海的第一感觉是辽阔，而不是深邃。⋯⋯二是选材要
准又巧。准是指用最能反映本质的实例；巧是指这事一般又为人不大注意。它是一个红苹果，但又不
是挂于树梢的很显眼的苹果。⋯⋯从读者角度讲，选材就要选最亮之点，让读者过目难舍，然后跟着
你向更深处看他没有见过的新东西。在现于表面的、事物的主要信息已为读者接受之后，还有读者未
曾发现的，但是却可从另一侧面反映事物本质的信息，读者会有“横看成岭侧成峰”和“曲径通幽处
”的新鲜感，这种稿子读者是爱看第二遍的。——《却从深处去求新》
03.（绘画、文学和新闻）绘画就是捕捉形象，把外界客观的景物通过色彩和线条的转换再现在纸上；
文学也是形象的艺术，它是把客观景物通过语言文字再现在纸上。新闻就本质来讲不是艺术，但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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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委笔记》

借助艺术手法来增强表现力，所以也要用到形象。——《捕捉瞬间》
04.（新闻和文学写作中的形象）新闻写作中的形象和文学写作中的形象不同：文学形象靠塑造，新闻
性想考捕捉；文学形象是生活本质的高度集中，新闻形象是信息量的高度集中。⋯⋯含有新闻信息的
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具体一点的，可以叫硬形象，比如人物、事件场面；二是虚一点的，叫
软形象。⋯⋯事物常常有一些细微的地方，这在文学就是故事或心理活动的细节，在新闻则是藏有信
息的事情的波折，或这事情的波折，或这事情周围自带的一篇晕圈或磁场。⋯⋯它像林间突然一闪的
小鹿，像水面上倏然一条的银鱼，像山谷中的佛光，像海面上的蜃楼，瞬间即逝，不容暂留。但是你
若能够正好幸运地看到了它，并深深地看在了眼里，那美好的形象便永驻心中。这形象所传达的信息
给人的印象也就特别深刻。这便是捕捉的功夫，像猎人举枪击物，像摄影师的抓拍。⋯⋯这种虚一些
软一些的形象往往是以曲径通幽的办法来折射事物的信息。（作者在此举了过去以“深山有古寺”为
题考人作画，有人画上不见寺庙只见老和尚担水的例子。）⋯⋯《吕氏春秋·察今》篇说：“审堂下
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龟鳖之藏也；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
，一鼎之调。”苏东坡诗：“春江水暖鸭先知”。这种通过形象折射来反映信息的方法要求作者具备
一种折射思维，能够见一斑而知全豹，一叶而知秋，同时还要能不失良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
这形象摘到纸上。——《捕捉瞬间》
05.（记者要用尽一切感官捕捉新闻）如果我们把信息比作游鱼（最爱看梁衡先生的比喻），记者就是
捕鱼人，新闻采访也就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钓鱼，愿意上钩；第二种是叉鱼，发现鱼后用飞叉去叉
；第三种是捞鱼，撒一个大网去捞。显然，前两种方法产量不会太高，最有效的还是用网捞。记者用
眼睛、耳朵，借助视力、听力，在自己周围编织成一个无形的网，他走到哪里，这网就撒到哪里，总
能捕到新鲜的鱼，得到预想不到的新闻。为了编织这张网记者应该学会把自己身上一切可使用的器官
，甚至每个细胞都调动起来，把各种感觉，包括第六感觉也投人到发现新闻中来。光靠眼睛和手中笔
已是远远不够了。正像乐队的指挥，到高潮时抬肩、扬眉、微笑、对视，都能调动一个声部、一个音
符。因此，记者编好网后要经常竖起耳朵，时时张开网口。正如一位科 学家所说:“机遇只偏爱有准
备的头脑”，好新闻总会落到你的网中来的。 ——《请竖起你的耳朵》
06.（新闻选材的重要性）一篇好新闻就如山崖上的一直人参，花朵鲜红引人注目，难得碰到十分珍贵
，又有极强的实用价值。⋯⋯奇材就是偶然之材。但是这个偶然中却含着必然，反映本质，反映规律
。就像给你一个显微镜，你借这一孔之大，却能看到一个平时不知道，但又确实存在着的世界。唯这
孔之小，里面的世界之大，才足称奇，才让你大吃一惊。⋯⋯用材如扎针，要扎到穴位上。⋯⋯任何
要想征服读者的作品都是先在材料上做文章。蒲松龄为写《聊斋》专门于路边开茶棚，收集奇奇怪怪
的故事。⋯⋯画家刘海粟，八十高龄数上黄山“搜尽奇峰打草稿”，硬是要找到那些是山，但又是别
人没有见过的山才作画。——《奇材好为文》
07.新闻的极品是无我，好稿叙事如“意念取物”，把一条信息交给读者，作者却仿佛未曾出现过。记
者于无我的动机下采访，用尽量淡化的形式写作，却传递最真实、最感人的信息。不张扬，不做作，
不耍一点花架子。这种了无痕迹、淡泊而深厚的功力是最难修炼的。——《盛豆玻璃杯》

3、《评委笔记》的笔记-第120页

        第三编 怎样写稿
01.（叙述能力的重要性）组成人生活动的内容和环境、背景包括：事、情、景和理。⋯⋯这四样东西
的内容、性质、特点不同，表现于文字的方式也不同。事情主要靠叙述，感情主要靠抒发，景物主要
靠描写，道理主要靠剖析。如果把它们错位，“抒发事情，描写道理”，就像“拉笛子，吹二胡”一
样别扭。⋯⋯张艺谋尽管先以抒情手法创作了令人沉思的《黄土地》，叫人激狂的《红高粱》，但回
过头来他还是要补叙述这一课。——《叙述是新闻的基本功》
02.（新闻叙述的大致要求）⋯⋯要有志于写好新闻，不管你是从哪里入手的都要补叙述这一课，其大
致要求有三点：一是你选的事情要有价值，人家爱看⋯⋯就是说这件事值得向人叙述。比如突发事件
，读者看到一个开头，就瞪大眼等着往下看。这就像戏，先要有一个好剧本。二是从空间的角度来说
，所叙的事情要脉络清楚，详略得当，而不能平铺硬堆。凡事情必定有个主次⋯⋯叙述是借用文字从
现场到语言再从语言到形象的一种转换。这个转换要再现空间构成，因此首先要分清脉络，犹如画家
起稿，先要分清轮廓、明暗，要有纲有目，有枝有叶，读者才能明白。三是从时间角度说，叙述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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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奏。⋯⋯叙事是事情过程的重演。⋯⋯如船行岸边，有好景时就慢行，甚至稍停，无好景时就一篙
撑开。节奏鲜明和脉络清楚有关，但又不全是一回事。新闻写作在叙述之外是可以加点花样，但那是
武术中的花枪、书法中的飞白、演员的脸蛋，又如长枪上的红缨、短笛上的金穗。这些都是锦上添花
的东西。叙述才是枪之尖、笛之声，是功夫本身。——《叙述是新闻的基本功》
03.（自己总结）新闻中的写景，切忌写成“室内剧式”的叙述。并且写景除了为增加现场感，还要在
情绪上是现场的延伸。——《有景的叙述更可信》
04.（事件是主体）新闻中带情的叙述要掌握一个原则，即事件——人物——情绪，人随事出，情随人
出。事件是新闻的主体，也是新闻稿的主体。⋯⋯一条新闻有没有价值，主要是看事情本身而不是看
事中人，当然同一件事的新闻价值也会因人而异，但这“人”也一定要有事，不能无事生“闻”。—
—《带情的叙述才动人》
05.（什么是理）理是什么？是消息背后更深一层的东西，是这条信息所以存在的合理依据。如果说叙
述是一条静静的流水，情就是跳在水面的浪花，理则是水赖以流通的渠道；如果说叙述是一行奔驰的
车队，情就是欢快的笛鸣，理则是车赖以行走的公路。是渠道和公路规范着水和车的流向。——《含
理的叙述更深刻》
06.（新闻叙述中“理”的重要性）新闻的作用是告诉读者一件具体的事，本用不着讲什么道理。但是
如果透过这件事、这条信息，读者就能明白一个理，那么这条消息就不同寻常。这稿子就立即如童子
言道、匹夫救国一样令人刮目相看，肃然起敬。所以说，在消息写作中含理的叙述更深刻。——《含
理的叙述更深刻》
07.（新闻中说理的关键）新闻不是为说理的，但在叙述中最好能有点理，这就增加了写作的难度。毛
泽东同志说宋人以理入诗，味同嚼蜡。诗言志，本是以抒情为主的，拿来说理自然很难写好。但是宋
诗也有含理而写得很好的。如苏轼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
在此山中”，朱熹的“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都
是名作。这里的关键是一个从形象思维到逻辑思维的转换，在形象的描述中逐渐推出一个道理。这个
方法用得最好的还是一个宋朝人，就是范仲淹。他多年在朝中、地方、边境为官，研究政治，体察民
情，有忧国忧民的思想。但表达这思想的不是论文，而是一篇极优美的写景散文《岳阳楼记》。他先
写洞庭湖或“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或“春和景明，波澜不惊”的景，又抒写人们在这不同景下的
情，最后推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至理名言。所以这篇文章千古不朽。这既得力
于叙述的功夫，又因为其中包含了为人们所承认的理。新闻写作的功夫修到高级阶段时，也要能很自
然地实现这种从事到理的转换。——《合理的叙述更深刻》
08.（写理性新闻犹如摸瓜找藤）新闻有层次深浅之分，可以把浅层新闻和深层新闻分别称作“表象新
闻”和“理性新闻”。“理”像一根藤，藤上系着许多似无关碍却暗中相连的瓜，“表象新闻”是小
藤之瓜，“理性新闻”是大藤之瓜。如果要通过一则新闻反映出一个道理，就是“摸瓜找藤”，要摸
大藤之瓜。——《关于新闻的说理》
09.写理性新闻时首先要理明于心：记者写一件事，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所连着的大背景，就像苏东坡所
谓文与可画竹之前已经胸有成竹。——《关于新闻的说理》
10.新闻不同于文学。文学有“我”，尽量融进作者的个性；新闻无“我”，尽量减少作者的影子，最
大限度地直接推出报道主体，以避免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衰减。——《减少信息传递的衰减》
11.文章（《保护“三资”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三个部分总是理与事反复交替出现，如青藤挂树，
蒙络摇缀；又如管弦相和，鸣奏不已。大大增加了文章的动感和可读性。文无理则无骨，无气则无神
，无事实则无血肉。理直气壮，有血有肉，是为好文。——《青藤绕苍松》
12.（好的新闻稿件要材料和写作都好）材料+技巧=好的新闻稿件，只是选材好而写作不好的稿件不能
算作好的稿件。新闻信息的基础是自然信息，即原始信息，我们不能让读者直接读原始信息，还要重
视写作技巧，在原始信息的基础上加工，把原始信息转化为真正的新闻。⋯⋯只有经济不发达的国家
，工业、工艺和相应的观念都落后，才是只知道出卖资源，卖原油、卖矿石、卖木材，而发达国家一
定是搞深加工，加进了新工艺，产品一下就身价百倍。——《不要只是出卖资源》
13.（新闻中说理的上中下策）如果想表达一个理，上策是只说事实，让读者自己去作结论；中策是结
论和事实都说，但一定要结论饱满，与事实相符；下策是在事和情都没有跟上的情况下就急于说理，
稿子就显得干瘪，这叫“藤粗瓜小”。——《不要只是出卖资源》
14.（不要在文章中故意用外来语显得有学问）水愈深就愈不起波，只有浅水才经不住风的撩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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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是财富，是本事，平时只供储存以待用，而丝毫用不着卖弄。——《米饭里不要掺沙子》
15.（新闻和文学）⋯⋯新闻和文学的基本区别⋯⋯大致有十二个方面：
一是在本质上，新闻是信息，文学是艺术；
二是在功能上，新闻重传播，文学重审美；
三是在选材上，新闻以事为主，文学以人为主；
四是在视点上，新闻重社会效果，文学重心灵震撼；
五是在构思上，新闻是客观事实的剪裁，文学则是情节的虚构或作者主观情绪的抒发；
六是在写作过程中，新闻重采访，文学重写作；
七是在形式上，新闻淡化形式，文学强化形式；
八是在作者主体上，新闻要无我，文学要有我；
九是在风格上，新闻重直白，文学重修饰；
十是在修辞运用上，新闻属消极修辞，文学属积极修辞；
十一是在结构上，新闻求简明，文学求变化；
十二是在审美上，新闻求质朴美，文学求绚丽美。（《从消息到通讯》）
16.（消息和通讯）典型性是通讯与消息的主要区别，是通讯区别于消息的新的生命力。⋯⋯通讯是更
集中化、个性化、典型化了的信息。⋯⋯其区别，细分一下：
一是在信息时效上，消息快一些，通讯慢一些；
二是在信息含量上，消息单一些，通讯丰满些；
三是在信息深度上，消息浅一些，通讯深一些；
四是在文章结构上，消息较简单，通讯则复杂而有变化；
五是在语言和修辞运用上，消息消极一些，通讯积极一些；
六是在内容上，消息多表现事件，通讯则由事及人、及理；
七是在作者的主观倾向上，消息基本上没有流露，通讯则可以有少量的修饰；
九是在功能上，消息只求传递信息，通讯已有审美、教化功能的介入；
十是在读者效果上，消息求刺激、爆炸效应，通讯则求震撼、思索效果。（《从消息到通讯》）

4、《评委笔记》的笔记-第2页

        第一编 什么是新闻
01.新闻的“七字标准”：大、新、深；快、短、活；强。新闻的“新”，有两层意思，一是刚发生的
新鲜事，二是老事情新角度。这七个字不能平均追求：重大题材，要注重速度（大行不顾细谨，大力
不辞小让）；时间性不强的新闻，要小心设计、精雕细刻（夏粮丢了秋粮补）。——《七字标准》 
02.新闻是信息，但信息并不都是新闻。构成新闻的信息必须是：新发生的、读者不知道的、读者想知
道的。新闻中的“第一”应该是社会纵向或横向的坐标点。记者要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捕捉社会变革
的坐标点上或广大读者感兴趣的聚焦点上。——《第一不都是新闻》 
03.新闻的本质是信息，解决“知”这一起码需要；文学的本质是艺术，解决“赏”这一更高要求。文
学讲究典型手法，典型就是集中，锥因尖而锐，刀因刃而利，凡事物集中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文学
的集中是高于生活的塑造，新闻的集中是忠于事实的剪裁，殊途同归达到典型效果。——《新闻效果
有两个标准》（文学和新闻） 
04.一切事物在向他事物借鉴时首先要注意保有自己的个性。铺陈塑造的自由度当然大于客观如实的报
告，正如绘画的自由度大于摄影。文学是舞台上的演员，长裙广袖，粉黛珠环，是一种化妆之后的美
；新闻是比赛台上的健美运动员，体形硕健，力量饱满，是一种天然的美。——《不能太像》（文学
和新闻） 
05.典型的社会新闻：有非常广泛的大众感知点、有十分曲折又很简洁的故事情节所以容易口述言传、
有很强的新奇性满足公众的好奇心。——《评委笔记》附稿8《熊掌风波谜中谜》 
06.“我当时常常产生两种激动：一是在采访中见到新鲜事，就迫不及待地想赶快告诉别人；二是当这
新闻传播到社会上引起反响时，更是兴奋。”——《新闻——社会生活中的空气》 
07.虽然人类从出现就离不开空气，但真正开始研究空气却是很晚的事，直到18世纪后期，法国科学家
拉瓦锡才第一个真正弄清空气中含有氧。至于更详细地了解和自觉地利用空气则又是更迟的事了。所

Page 12



《评委笔记》

以时刻离不开的东西倒常常不引人注意。——《新闻——社会生活中的空气》 
08.萝卜快了不洗泥。——《新闻是块火成岩》 
09.作家的稿件是水成岩，可以千磨万磨；记者的稿件是火成岩，一次定型。记者的功力更主要的是在
写稿之前的积淀。——《新闻是块火成岩》（文学和新闻） 
10.文涛墨海，历历半生，聚沙为塔，弥足珍贵。——《信息的延伸与记者的第二生命》 
11.信息之花易败，艺术之树常绿。新闻与文学一纸之隔，业务生命的转延，也就是捅破一层窗户纸，
换乘一路车，换一种思维，多一种进取。当我们在瞬间抓住信息，并完成了新闻报道之后，请不要习
惯于顺手放走这个信息，而是持着它的根须，再去培植一颗艺术之树。⋯⋯行文运笔当简时，则明白
如话，促膝谈心；当繁时，则钩沉析理，回环往复。可以看出作者足行万里路，酝酿了满腔风云；笔
走万重格，炼就了老到文字。⋯⋯这样，在我们因年龄所限将要离开记者岗位时，就不会因年华随信
息消逝而悔恨，也不会因笔下的潜力没有充分发挥而羞愧。——《信息的延伸与记者的第二生命》（
灵感易逝，下笔不易。文章只不过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方式，会说话能识字就可以写文章。不论是明白
如话、促膝谈心，还是钩沉析理、回环往复，写下的是留不住的时光，而稍纵即逝的灵感也因为文字
而定格。不论从事怎样的工作，不变的是我们都会老去。记录，让我们在老去之时不会因年华随岁月
消逝而感到空虚，也不会在回首往事时感到茫然若失。当然，记录的方式不一定是文字，就像不同行
业的艺术家都有自己的语言一样。） 
12.社会各行业的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做着重复劳动。有的人在自己的业务上可能会有一点小小
的创造，那就相当可贵了。只有极少数人在自己的领域会有较大的创造。如果人人都有大创造，那历
史的发展也就快得收不住脚了。所以创造才弥足珍贵，才能刻在历史的进程上。像科学史上牛顿发现
了三定律，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我们的每一点创造，都是后人新攀登的一块垫脚石，有这么
一点贡献，后人才觉得你有用。⋯⋯对一个有作为的记者来说，如果他总以写了多少稿来自诩，就像
一个年纪大的人骄傲地说他此生吃了多少千斤粮一样可笑。稿不在多，而在它的价值和影响。这样你
才能在历史和新闻事业发展的坐标系里占有一个坐标点。——《莫以最多论英雄》（正如记者不能以
写稿的多少自诩是否有作为，员工不能以工作时间的长短来评判自己是否优秀，教师不能以课时量的
多少衡量自己是否尽职。） 
13.信息的特征是稍纵即逝，传递信息的新闻当然也就是“易碎品”了，这是基本规律。要想作品难忘
，就要在“易碎品”中寻找“耐用品”，这就注定了当名记者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生物学家
法布尔有一句著名的格言：“机遇只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这句话居然是有根可寻的。）——《论
新闻稿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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