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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提要
本书以较高的起点、广阔的视野，阐述了面对新世纪的新闻采访的特点
和规律、新闻写作的发展趋势及名记者采写经验技巧等。这次重版，作者作了
精心修订，并增补了如何开发信息资源、新闻侵权与记者的自我保护、中外名
记者成才之道等新闻界十分关注的内容。本书是教学与新闻实践紧密结合的
结晶，追踪时代、视点高远、内涵深刻是它的最大特点，对于新闻界和新闻教
学、研究人员，以及新闻爱好者均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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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周胜林，1937年8
月生，江苏省溧阳市人。
1960年毕业于复旦大
学新闻系。现为复旦大
学新闻学院教授、新闻
系副主任。曾为本科生、
研究生主讲《新闻采访
与写作》、《通讯写作》、
《高级新闻写作》、《名记
者与作品研究》、《新闻
业务专题》、《新闻调查》
等课程。著作有《新闻通
讯写作述略》、《新闻采
访写作教程》、《高级新
闻写作》等十本。曾应邀
赴新加坡、香港等地讲
学和学术交流。兼任过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主讲
教师。与全国新闻界有
着广泛、密切的联系，先
后被十多家新闻单位聘
为顾问、高级顾问、特约
记者、特约撰稿人、特约
研究员、兼职教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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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国外的著名记者、作家，都有隐蔽采访取得成功的先例。有些记者、作家很乐意采取这种方法
采访，其原因就是这种方法能够了解到真实情况。     据说，1928年6月12日，高尔基应邀在全俄工人大
学会议上讲话。他对欢迎的人群风趣地、但又带着明显遗憾的口吻说：“你们老让我坐汽车，把我从
一个地方拉到另一个地方，我都胖起来了，体重整整增加了两公斤。”这时，会场上爆发了友好的笑
声和掌声。高尔基继续说：“你们还笑呢，我可不喜欢这样做，我习惯于用自己的双腿走路，我不喜
欢任何的交通工具。我想到工厂走走，看看他们的工作。”苏联人都很人都很熟悉高尔基，热爱这位
人民作家，他一来到街上，人群便把他围住，纷纷向他表示敬意。而作家却不喜欢从汽车的窗口来了
解生活，为了深入了解生活，倾听群众心声，高尔基进行了化装。他戴上了假发，贴上了长胡子，穿
上了破旧的大衣，变成了一个普通工人的样子，人们也无法识破他．他就到处走动，逢人便谈(《高尔
基论报刊第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这个故事对我们新闻记者采访有很大启发。新闻采访，有时
确实需要亮出自己身份，有时却不一定要亮出身份，有时要凭介绍信采访，有时则要不凭介绍信采访
。方式方法是为尸定的目的服务的，采访的目的就是掌握情况，掌握材料。隐蔽采访的可贵之处在于
：采访活动是自然的，采访到的材料是真实可倩的(有的能成为确凿可靠的证据)；采访的作风是艰苦
，没有任何优惠待遇。目前不少记者并不乐意采取这种方法。更有少数记者的采访活动是：吃一点，
拿一点，要一点，然后写篇捧场文章，事先就告知吹捧的意图，或事先就接受对方要求吹捧(“扩大知
名度”)的明示或暗示。这样的采访谈不到对事业的追求，谈不到真实报道，谈不到社会责任，只是一
种新闻界的“扒分”行动而已。真正要在事业上有所进取，就得下功夫，花力气。而隐蔽采访则是记
者在事业上下功夫、花力气的动作之一。    我们再看看美国著名记者、作家杰克·伦敦的一次经历
。1902年，杰克·伦敦为了真切地了解英国工人的生活状况，他买了一身旧衣服，打扮成流落在伦敦
的美国水手，到贫民区租了一伺破棚，和四邻的工人很快交上了朋友。他每天跑贫民收容所，在同那
些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劳动群众的接触中，收集了大量第一手的材料和各种统计数字。三个月后，他离
开伦敦回到美国，把调查所得写成《深渊中的人们》特写集。这些文章内容丰富，切合实际，生动感
人，使长居英国的各界人士(包括新闻记者)受到震动。    (一)提倡短新闻的现实意义        新闻信息类报
刊必须强调多写多发短新闻，这一宗旨永远不会改变。      什么叫短新闻?短新闻是报刊上的一个品种
，而不是一种体裁。它主要是一个量的概念：字数少，篇幅短。一般的，短消息应把字数限制在500字
以内，短通讯和短评论800字以内，最长不超过1000字。       新闻为什么一定要短?一是新闻规律决定要
短。新闻就是告知信息。当今信息时代，信息越多越好，越快越好，越灵敏越好，新闻短了才能在有
限的版面内多发多登。二是读者需要决定要短。人们在现代化社会中生活节奏快了，信息需要大了。
他们要求在百忙中用最少的时间获取最丰富的信息。三是新闻竞争的形势发展需要短。短了能快，捷
足先登，先声夺人。    所以，要研究短的艺术，研究以少胜多的技巧，研究“文字经济学”。报刊上
的长篇大论，使人感到沉闷。有人作过调查，凡一分钟能够读完的作品，读者最多；5分钟读完的作
品，读者次之；需10分钟读完的作品，读者大为减少；而要花20分钟至半个小时才能读完的作品，多
数读者只好敬而远之了。    彭真同志早年在担任北京市领导工作时，有一次到北京日报》视察。他问
编辑记者：一斤棉花和一斤铁块，有什么相同，又有什么不同?答：重量相同，占的地方棉花比铁大得
多，彭真说，对了，你们写的新闻，就像棉花一样，占地方很大。一斤铁块，体积小。你挤不出什么
空气和水分。一斤棉花，放在那里一大堆，用手一挤，多是空气，虚的。新闻要写实的，文字要精炼
，耍学会写铁块式的短新闻，反对噜里噜苏、空空洞洞的“棉花式”的长新闻。    这话说得何等!短新
闻不是像木匠一样简单地把木头砍短，而是像铁匠一样，千锤百炼，把文章炼得精粹。短了还要好，
才是奋斗的目标。要做到：短而新——有新闻价值，有新意，主题、题材、角度、结构、语言都不陈
旧、雷同，能给人以新的信息、新的启迪。短而精——精当，能抓住事物的核心、要点或本质；精彩
，色香声味俱全有生活气息，文笔清新活泼，可读性强。短而实——真实，如实，翔实，充实，有扎
扎实实的内容；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说话，不搞假大空。    (二)怎样才能把新闻写短些?     1．取其精华
，突出最有新闻价值的内容。    新闻报道，要把主题破小，角度选小，架子搭小。要集中一点，以少
胜多，不搞大而全、小而全的总貌式的报道，不搞漫无边际的全景式报道，不搞罗列条目一二三四五
排浪式的新闻。要破除“文非三段不成体”的旧观念。不要写起文章来总是成就一措施一经验，问题
一认识一效果。        2．新闻要善于化整为零，多搞连续报道、跟踪报道，变总结式～进行式。        新
闻具有事实的片断性和事件的连续性的特点，只有反映事物的最新态势，才能保持新鲜。变动是新闻

Page 5



《高级新闻写作(第二版)》

之母，变动产生新闻。新闻不是早结报告。总结往往面面俱到，从头至尾，缺一不可。新闻则大多一
事一报，一事多报，有时是同步报道，可以“滚动式发稿”。C书一报的新闻也有，那是极少数，属
综合新闻；或新闻分析，常常是在需要向读者作出解释和说明时运用。     3．挤掉水分，只讲事实。    
新闻是一种“无形的意见”，看起来像是“透明体”，都是讲的事实。作者一般不应当在新闻中“挺
身而出”说三道四，而要把自己的观点隐藏在事实的叙述之中。新闻要开门见山，不拐弯抹角，不搞
穿靴戴帽，“头戴三尺帽，准备砍一刀”。写新闻要学会炼字、炼句，搞得言简明。要多用动词，少
用形容词、副词；多用短句，少用长句、复杂；多用短段落，少用或不用长段落，最好一段一个意思
，一段一个事实。    2．有倾向的客观报道。这种报道在报纸上是大量的，占主导的地位。记者在写新
闻时充分注意把内容的尖锐与形式的含蓄结合在一起，充分运用客观存在的事实，平心静气地告知人
们以信息和情况，让读者自然而然地得出记者需要告诉人们的结论。记者不在新闻中发表意见和议论
，而是把自己的观点藏在对所报道的事实的选择和报道时机的选择上，藏在客观的叙述之中，使读者
从阅读和思考中了解和接受作者的“潜台词”。有些政治新闻，就是用客观事实去揭露和打击敌人。
有些政策性新闻，是通过客观地叙述另一方面的事实，完整地体现有关的政策，纠正某些政策性政策
性报道中的片面性、不平衡性。记者对事实和时机的选择，都是从一定的政策思想、政治观点出发的
。这样，新闻就能成为很好的。无形的意见记者在新闻中指手画脚，发号施令，乱贴政治标签，这是
我们历来都反对的。        3．留有余地的客观报道。事物是错综复杂的，个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无
产阶级认识事物也有个过程。作任何事情都要留有余地，新闻报道也要这样。在不少情况之下，新闻
中不宜太直地流露者对事物的判断，不宜过早地作结论。新闻客观地、如实地报道—个事实，读者会
联系自己的见闻和经验去思考。即使记者自已的判断和结论有偏差，但所报道的事实是客观公正、无
懈可击的，也就不会明显地给社会、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害。因此，有些带倾向性的新闻报道，要留有
回旋的余地，防止讲满、讲绝。我们反对客观主义，也要防止主观主义。这就要尊重客观事实，在观
点上不要1过于自信，留有继续考察和认识的余地。    (二)调查性新闻     新闻报道如何加重分量、向深
处发展?唯一的办法是加强调查研究。中国、外国，都这样。美国报纸启七十年代以来，大量刊登各种
内容的调查性新闻，赢得了广大的读者。其内容的重要性和尖锐性，常常超越常见的动态新闻和解释
性新闻；而其内部性、内幕情况，又具有独特的魅力。所以，前几年美国影响较大、获得新闻奖的报
道中，有不少是调查性新闻。在新闻竞争中，不少报纸配备了专职的调查记者，有的还设立调查记者
组，甚至有专门的编辑，记者和岍究人员。调查记者与编辑有自己的组织，专门研究有关调查性新闻
的有关问题。全国有“调查性新闻基金会”。在此基础上，“调查新闻学”应运而生，在理论上为这
一类新闻寻找根据，争得地位，开辟前景。    新闻中的形象，要符合新闻的特定要求。新闻要求短，
要求快，要求有较强的概括性。新闻不可能充分展开情节，细致刻画人物。所以新闻中的形象，贵在
精。精心在选择炼，用字不多而尽得风流。毛泽东新闻中的形象，其特点在于精。文字语言十分精简
而又十分形象，这有一写矛盾和难处，但正因为这样，也成为新闻工作者施展文才的用武之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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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再版后记奉献于读者面前的，是我的第十本新闻业务研究著作。本书自1993年问世之后，居然每年都
加印一次，为始料所不及。书名《高级新闻写作》，也很难讲清“高级”在何处。只是我在复旦大学
任教多年，开始一直讲授《新闻采访与写作》课，后来这门课让年轻人担任了，我于是就在此基础上
，开设了一门提高课：《高级新闻写作》。这个名字还是别人代起的。有些人说此名欠佳，更多的人
说此名甚好，于是一直沿用了下来。在美国一些大学新闻专业，就开设了《高级新闻报道》一课。平
时我结合课堂教学，陆续写了一些研究文章，发表在各地的业务刊物上，现在编联成书，但愿对广大
读者提高新闻业务水平有所帮助。书中疏漏不足之处，祈望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教正。    我已把大半
辈子的心血用在新闻业务的教学和研究上。在这个过程中，曾得到许许多多新闻界、教育界、企业界
人士的关怀、指导、鼓励和帮助，我将永远铭记。当然，我自己还得披荆斩棘，劈波排浪，奋力向前
。本书之所以能够出版，得到了全国许多新闻报刊编辑的直接帮助，他们是：袁良、仇学平、李学来
、李必成、胡志民、何光埏、刘晓平、伍旭升、来明善、孔祥科；本书出版过程中，承蒙高若海、吴
德润、顾潜等专家的悉心审阅、修改，在此一并致诚挚的谢意!                                                    周胜林                
                                 1997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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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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