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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辑手记》

前言

　　应一些新闻界同行和读者的要求，人民日报出版社打算从我几年来写的值班手记中选取一部分篇
章，出一本《总编辑手记》。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好意，又深深地感到惶恐和不安。　　写值班手记并
非我的发明创造，而是人民日报的传统。1993年9月，我调到人民日报工作，就发现每天值班的老总和
总编室负责同志，对值班手记写得很认真。白班对夜班有什么交代，夜班对白班有什么说明，都写在
值班手记上。比如，当天的版面为什么这样处理，与原定的有什么改变，希望注意一些什么，等等，
都写得非常清楚。这些手记的内容，都作为《每日快讯》印发给全社各个部门。实际上，它在报社起
到了上下之间、部门之间沟通情况、增进了解的作用。　　我接过这本手记之后，只是在原有基础上
，扩充了一些内容。一是增加了对当天报纸内容和版面的评点，包括表扬和批评；二是借题发挥，发
表一些对新闻宣传业务的意见；三是对前一阶段的宣传报道作一些小结，对下一阶段的宣传报道作一
些布置。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人民日报比较分散，上下交流的机会较少，发挥好值班手记的桥梁
作用，有利于上情下达，下情上达。　　四年多来，我基本上做到每天坚持写值班手记。大部分是利
用午间休息时间写的，所以有的同志戏说这本集子可以叫《午间集》。不知不觉，已经写了三四十万
字。我根本没有想到有朝一日它会出版，因为我向来不愿出书，直到今天，我还不曾给自己的新闻作
品出过一本选集。

Page 2



《总编辑手记》

内容概要

《总编辑手记》书中选编了范敬宜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期间所写的部分“值班手记”，分为大局、出奇
制胜、筹划报道、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标题、版面、国际报道、副刊、语言文字等二十类。所
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内容非常丰富。既有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大局、舆论导向、抓精品、组织策划
宣传报道战役的宏观构想，也有对于新闻采访、写作、编辑的具体要求，还有对于一篇文章、一块版
面、一则导语、一条标题的精辟点评。手记论述的多为新闻宣传工作的共性和一般规律。批语继承了
中国古代笔记文体和读书眉批的传统，要言不烦，点到为止。“手记”中所提出的思想和道理。几乎
每一则都可以做成长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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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范敬宜，1931年生于江苏吴县，1937年迁居上海。先后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和上海圣约翰大学
。1951年离开上海，远赴东北，从事新闻工作，历任东北日报助理编辑，辽宁日报编辑、部主任、副
总编辑。1984年调京，历任国家外文出版局局长、经济日报总编辑、人民日报总编辑、全国人大常委
、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2年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新闻摄
影学会会长、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武汉大学新闻学院兼职教授、中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博士生导师。主要作品包括《总编辑手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五讲》
《范敬宜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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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报道要有“意蕴”/72  一篇特别感人的好通讯/73  增强报纸的科学性/74  一篇值得细读的好文章/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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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于静悄悄发生的变化，86  爱国主义教育必须和现实紧密结合/87  记者要有主动精神/88  一个好点
子/89  把埋在饭碗里的肉挑出来/90  着重写气象风貌的变化/91  会议是十分丰富的新闻源/93  多写身边
发生的变化/94  截取最有特色的角度/95  选取新闻性最强的部分/96  抓住社会治安报道新角度/97  大主
题小切口深开掘/98  从微观入手反映宏观问题/99  令人耳目一新的科技版/100  抓住传神的细节/102五、
以快速反应取胜  要有“抢制高点”的观念/105  多写当天采访的鲜亮新闻/107  压力出积极性出高效
率/108  记者需要雷厉风行的作风/109  做新闻工作要有“抢”的意识/110  好稿是压不住的/111  分秒必
争抢新闻/112  “高出一筹”还要“先走一步”/113  新闻工作要有点“压”“逼”“榨”/114  再谈“快
速反应”/116  提高应变能力/118  注意抓住会议上鲜活的东西/119  敏感静气激情——读温红彦同志通讯
有感/120  菜篮里一定要有鲜菜活鱼/122  先声夺人宁粗勿迟/123  部主任应是好“主妇”/124  没有“鲜
菜活鱼”不给付印/125  新闻工作要有抢和拼的意识/126  要善于借“题”发挥/127  新闻记者要有主动的
工作精神/128  争分夺秒写评论/130  未闻风先动，好!/131六、以出奇制胜取胜  对重大报道要“相机造
势”“出奇制胜”/135  用谈心的方式宣传政策/137  把会议新闻写活/139  创造一些自己的特色/140  新
事，新话，新意，新面目/141  新闻要会“抢”也要会“压”/142  人物报道天地非常广阔/143  关注空白
点扩大报道面/144  善于发现默默无闻的领域/145七、精心筹划报道是部门领导最主要的业务  筹划报道
是部门领导最主要的业务/149  让更多的“孺子牛”见报/150  拓宽报道领域丰富报道内容，151  一次成
功的集体创作/152  关键在于精心组织/153  到深水里去捉大鱼/154  组织好孔繁森报道的后续反应，156  
加强报道计划做到忙而不乱/157  学习国际部组织报道的经验/158  做好总体设计/159  这组系列报道设计
得好/160  把“体验三百六十行”坚持下去/161  这个栏目开得好/162  宣传报道还需加强筹划/163八、贴
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坚持“三贴近”的办报思想/167  党报应该贴近群众/168  从距离群众最近的
角度来报道经济工作/169  高科技报道也能写得深入浅出/171  一个贴近群众的好点子/172  找到最贴近群
众的那个“点”/173  心中时刻想着读者/174  多反映在平凡岗位上辛勤耕耘的人们/175  新闻要“以实动
人”/177  增加可读性是群众观点问题/179  深入浅出地介绍科技理论/180  抓住群众关注的问题/181  经
济宣传可以做到有声有色/182  多从群众角度写建设成就/183  “高”与“低”的辩证法/184九、一分深
入一分收获  有一分深人便有一分收获/187  提倡“顺手牵羊”/188  天涯何处无芳草/190  到记者罕至、
读者罕知又有特色的地方去/191  提倡独家采访/192  眼中时时有新闻/193  “浅人”一下，也有收获/194 
一个深入采访的好办法/195  学习冯骥才的提问方式/196  深入采访的精彩报道/197十、以飘逸潇洒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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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经文纬武之事  以飘逸潇洒之笔论经文纬武之事/201  谁是新闻主体?/202  多写有生活气息的短通
讯/203  多写“活蹦乱跳的新闻”/204  头脑要冷静行文宜平实/205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206  切不可忘了
新闻主体/207  鼓励记者形成自己的风格/208  宁可说得不足不要说得太满/209  “通”然后才能“俗
”/210  新闻应该具体/211  “闲笔”不闲/213  《为国旗卫士壮行》写得好/214  惜墨如金的上乘之作/215
 久违了，这样的短新闻/216  虚与实要结合好/217  这篇通讯也写得“分外亲”/218  宣传先进人物要合
情合理/219  要有一两处传神之笔/220  提倡用消息的形式来报道经验/222  系统地介绍科技知识/223  建
议试试白描手法/224  少写“全景”，多写“细部”/225  《省区市的“得意之笔”》应该是记者的“得
意之作”/226  写好建设成就的报道/227  把工作经验作为“暗场”来处理/228  思想要严谨文笔要灵
动/229  集中精力写好单篇报道/230  以实实在在的事迹感动读者/231  千万不要重复套话/232十一、编辑
工作大有可为  抓精品，编辑工作大有可为/235  夜班不是单纯的组装/236  编辑工作大有学问/237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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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章/255  画龙点睛的“编者的话”/256  “人民论坛”大有看头/257  文章得失自有公论/258  提高评
论的针对性，259  由小见大由浅入深含而不露意蕴无穷/260  短评应该点出读者没有想到的意思/261  “
人民论坛”的选题、立意、风格/263  “今日谈”最好谈“今日”事/265  评论一要短二要有新鲜见
解/266  “拆坟还耕”的系列评论不错/267  文章要有一点“亮色”/268  有新意有风格的好言论/269  解
放思想开阔视野发现评论人才/271  重要社论也完全可以写得很短/272  把“应景”文章做成“应需”文
章/273  餐桌上得来的评论题目/274  坚持改进评论的好势头/275  加强评论的针对性/276  言之有物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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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283  好标题可以反副为主/284  几个形象生动鲜明的好标题/285  “高出一筹”就在一点一滴的努力之
中/286  人物典型报道力争在标题上出名字/288  标题要有一些不常见的词汇/289  抓精品从标题抓起/290 
让标题“跳”出来!/291  三个好标题/293  一个好标题可以代表一张报纸/294十四、版面编排要敢于创新
 版面编排要敢于创新/299  ～块夺目可使整版生辉/300  坚持下去不断进步/301  “不可变”与“不可不
变”/302  组织版面要体现“两手抓”的思想/303  规格风格与求新求变/304  版面安排也有“文武之道
”/305  版面的视觉效果值得研究/306  对重点报道要不惜篇幅/307  注意版面的细节处理/308  版面的“
常格”与“破格”/309  从政治从大局出发想问题/310  好报道要敢于上一版头条/311  写一本版面编排
《100个怎么办?》/312  善妆者只在一点小小的变化/313  版面可以有不同的个性/314  办报就是要有创造
性/315  学会把“别格”的东西放头条/316  集中版面以少胜多/318  让每条新闻都能跳人眼帘/319  脂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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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求新/331  用好一点全盘皆活/332  好文章要敢于突出处理/333  版面本身也是一种质量/335  好编
辑能够化平淡为神奇/336  既照顾全局又非常妥帖/337十五、图文并重两翼齐飞  把照片放到与文字并重
的地位/341  记者要有图片意识/342  重大建设成就的新闻要尽可能配图片/343  文字记者要学会摄影/344 
力争让好新闻摄影上头条，346  时刻处于采访状态之中/347  摄影记者要随机应变/348  图片质量亟待提
高/349  解放思想再接再厉大胆而坚定地走下去/350  “千年文书好合药”/352  推陈出新化陈为新/354  
好照片要不惜版面/355  增强新闻性扩大报道面加浓生活气/356  多利用新闻图片报道成就/357  重视运用
图像说话/358  新闻工作应该勇于创新/359  新闻照片要注意时效性/360  转变观念选来稿满腔热情编来
稿/361  含蓄的语言比直露的口号更有力量/363  这张图片用得好!/364十六、增强国际意识  增强国际意
识/367  把精力用在独家新闻上/368  国际报道要抓群众关注的问题/369  养成业务上的进取精神/37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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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应该成为团结作家的阵地/379  尽量减少一般化的作品/380  副刊应该经常有名家的作品/381  多登弘扬
主旋律的好诗/382  刊登书画作品要有一定之规/383十八、十分珍惜群众来信来稿  群众来稿来信中有许
多珠玑/387  更多地利用群众来信/388  把心交给读者/389  群众中蕴藏着大批诸葛亮/390  要十分珍惜基
层读者作者感情/391  读者来信上一版头条，很好!/392  沙里淘金选来稿/393  争取每个月有一篇读者来
信上一版头条/394  应该更多地发现这样的作者/395  十分珍惜群众来稿/396  把用好群众来稿和组织专业

Page 6



《总编辑手记》

人员写稿结合起来/397十九、加强知识和语言文字修养  不要以贬为褒/401  用语要准确/402  语言要“活
”不要“油”/403  注意语病/404  学一点古诗词常识/406  编辑要有科学知识/407  怎样理解“著书只为
稻粱谋”/408  涉及民族风俗要特别注意/409  引文必须认真核对/410  “红杏出墙”不可随便使用/411  
“不耻”与“不齿”/412  这首《满江红》出了笑话/413  注意常识性差错/414  先秦没有“得意忘形”之
说/415  “漫道”并非“险道”/416  记者编辑一定要有数字概念/417  防止常识性错误/418  “长歌当哭
”用法不妥/419  “潋波”不能简化为“征波”/420  “老辣纷披”应为“老笔纷披”/421  “异地”与“
易地”有别/422  “谈笑”如何闻“风声”/423二十、其他  人民日报要集各家之长/427  注意内外有
别/428  人民日报同志潜力很大/429  要有大家风范/430  对张爱玲的评价要恰如其分/431  编辑部与记者
要加强交流/432  要有“一版意识”/433  记者的“戏路子”要宽/434  用新华社的好稿要有气度/435  研
究海外读者的“认同因素”/437  “老板”并不一定是资本家/438  别用“文革”时期用过的口号/440  谨
防“工程”泛滥/441  《华南新闻》势头不错/442  华南版有三个特点：权威性、新闻性、形象性/443  重
视“家门口”的经验/444  西方的“新闻自由”是“残酷的自由”/446编辑后记/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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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昨天一版头条《挑战小浪底》是一篇有气势、有深度的好报道。它好在不是平面地叙述小浪底工
程建设上的一般艰难，而是抓住了与外商在工期问题上的斗争这一侧面，反映小浪底工程建设者的奋
斗精神，大长中国人的志气，读了令人精神为之一振。这类报道如果写得不好，很容易技术性、工作
性很强，可读性很差。由于记者抓住了这场斗争过程中的许多具体情节，使得整个战胜困难的历程立
体化、生活化了。从这可以看出记者在采访中相当深入、细致。这篇通讯的文字也比较朴实、简练。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的宣传报道，应该是党报宣传的重点。但现在成就性报道不多，写得好
的更少。这里有个认识问题，即认为读者对成就性报道缺乏兴趣。这种观点是不对的。五、六十年代
鞍钢三大工程的报道，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南京长江大桥建设的报道，万吨水压机的报道，新疆建设
兵团的报道等等，曾经鼓舞了一代人，甚至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怎么会“缺乏兴趣”呢？
关键是记者本身有没有兴趣和研究怎么去报道：是冰冷地、公式化地、例行公事地报道，还是满腔热
情深入到火热的现场去报道。《挑战小浪底》这篇报道，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希望各地记者以更大
的热情来关注正在进行的重点工程建设，并研究如何用更新颖的手法进行报道。　　今天一版头条新
华社记者写的长篇述评《灾后反思话水利》，是一篇值得细读和研究的好文章。（一）它提出的是一
个关系全局和亿万人民安危利害的重大问题；（二）材料丰富、扎实，有很强的说服力；（三）分析
合情合理，分寸把握得当；（四）文笔也好，有气势，有感情。虽然较长，但使人一口气就读完了。
　　据夜班手记中说：这一题目，本报也想到了，但没有及时抓上来，落到了新华社后面。如果确是
如此，就值得我们深思了：问题在哪里？是出了题目领导没有支持？是我们行动不快，投人的力量不
够？还是对问题的研究不透，质量不够理想？我们上下都需要冷静地分析原因，寻找带规律性的东西
，以利于进一步做好工作。　　在我的印象里，今年本报有关水利的报道分量是不轻的，特别是《来
自水的系列报道》，曾受到水利部部长钮茂生同志的表扬；灾后反思的报道和文章也有一些质量不错
。不足之处是缺少重量级的、能够震撼人心、振聋发聩的“重磅炸弹”。我曾要求写出一篇类似当年
郭超人同志《驯水记》那样令人久久难忘的大文章，值得检讨的是，我只是提出要求，而没有提出如
何具体实施的办法，后来也没有进一步督促。这也许是它最后没能形成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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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媒体有用及其领导有用
2、虽然只是用于企业内刊主编工作，但书还是值得借鉴的！
3、这本书对我的帮助很大，不过质量一般般。
4、是提高写作水平的好东东。
5、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很好 值
6、比较细致，也比较实在，可以作为参考。
7、对党报的采编有很强的指导性
8、学习中，有启发。
9、紧凑点 能省下不少成本 让利读者
10、读完了，作者有丰富的编辑经验。每天都记编辑日志，是每一位编辑人值得学习的习惯。只是此
本书的内容年代有些久远，有一些内容搬到现在已不那么适用。
11、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这是一本很实用的书
12、书的纸质很好，字体大小也合适，读起来很舒服。
13、新闻入门。。
14、平心而论，这本书水分太大， 倒不是说，作者写得不好，而是，两三行、三四航一段的文字就可
以据为一页，这样编排，一本书起码有三分之一的水分，看着很厚的书，内容其实没那么多。
15、还没读，翻了翻虽然与我想像的不一样，但是高屋建瓴总结出来的应该不错。
16、拿到书看了一眼，觉得不是我想要的那种。可能是网站介绍的不太全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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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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