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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潮流与特稿写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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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十二岁的孩子“爬过清华园里的每一棵树，甚至研究过里面的每一棵草”。但是，这本讲

物理学领域最新发现和理论的书引起了他更浓厚的兴趣。 

这位60多年前发下这一宏愿的少年，后来果然成为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杨振宁博士今天回到和他一生结下不解之缘的清大学，在母校建校90周年之际和学弟学妹们畅

谈《美与物理学》。 

再看美国一本教科书上的例子： 

B1

44岁的赫尔曼·道森于本月当选为密苏里州墨西哥市的第一位黑人市长。道森曾任一所中学的

校长助理和浸礼会牧师，自60年代中开始在该市居住。 

B2

赫尔曼·道森最初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公共场所的厕所都标有“白人使用”和“有色人种使

用”的标记。 

那是60年代中期的事。现在这些标记早没了。密苏里州的墨西哥市这些年来变化很大，对历来

自认为属于南方的这个州的腹心城市来说更是如此。 

变化最大的标记可能就是道森本人。这位44岁的中学助理校长本月成为该市第一位黑人市长。 

从这两组例子，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出消息和特稿的区别？ 

消息：快，直截了当。突出的是事。 

特稿：通过悬念吸引读者，有人情味，让读者感到亲切。 

在这两个例子里不明显，但是消息和特稿另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是： 

消息的信息源可以是单一的。比如外交部开中外记者吹风会，消息源可以只有一个：外交部发

言人。记者把他讲的主要内容记下来，就可以发消息了。 

特稿就不能只有一个信息源。就这个问题，除了外交部发言人的话，你还需要专家学者的意

见，乃至大街上老百姓的意见。是多源的。 

希望大家注意：消息和特稿各有其功能，各有千秋。这两组例子并不能说明孰优孰劣。可以

说，消息是快速反应部队，特稿是轻骑兵。 

尤其在报道需要抢时效的大事和突发性新闻时，更是消息报道大显神通的时候。这时候，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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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第一位的事都是争取最早把新闻发出去，而不是其他。这时候，你非要写特稿，就矫情

了。 

我自己认为，写消息是写特稿的基本功。没有这个基本功，是写不好特稿的。我主张有兴趣从

事特稿报道的年轻人先干两年消息性新闻报道。因为特稿虽然不需要消息那样紧迫的时效，但

是它同样需要记者的新闻敏感。 

讲特稿写作，有的老同志，光是开头就可以罗列多少种。跟武侠小说似的，开门见山式、设问

式、综述式，等等，等等。然后就是起承转合，如何过渡，如何结尾。很烦琐，我们没有时间

那么讲，讲了也不实用。我自己写特稿，从来不去想那些套路，记不住。 

那么特稿写作讲什么呢？我们写特稿，都想把它写得好看，吸引人。写得好看、吸引人固然要

靠写作技巧，更要靠其他很多因素。所以我想讲讲这些因素。大家都以为特稿是写出来的。其

实，一篇特稿从选题、调研、采访到最后完成，真正坐下来写的时间，最多只占全部工作量的

30%。也就是说，我们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是花在写作以外的那些因素中。 

一篇好的特稿，能够打动人的特稿，都需要哪些因素呢？ 

第一个因素：谁要写？是我要写，还是要我写？ 

这两者，一个主动，一个被动，心态不同，结果当然会很不相同。你自己产生要写一个人、一

件事的愿望，和别人安排你来写，差距是很大的。我自己写得好一些的特稿，都是我主动想写

的。 

在我们特稿社，对于新手，我们会帮助他们找题目写。他们当中进步快一些的，都是很快对安

排给自己的题目产生了兴趣，变被动为主动。试想，如果你自己对你要写的题目都没有兴趣，

你怎么可能让别人对你写的东西感兴趣？所以，写特稿的第一个因素，是你要有很强烈的兴

趣，想写这个题目。即使是别人要你写的题目，你也必须尽快产生兴趣来写。我们说有些年轻

记者上路很快，就是说他们很快就能对安排他们写的题目产生兴趣。说他们出道很快，就是说

他们很快就能自己主动找题目来写了。而差一些的，对安排给他们的题目总也找不到感觉，自

己又找不到题目来写。这就很难办了。如果一年之后还要等人安排做题目，那就没什么希望

了。一个好记者，必须具备的条件就是好奇心。没有好奇心的人，不适合当记者。 

第二个因素：给谁写？ 

写特稿，有两大忌讳：一是完全给自己写，一是要给普天下的人写。这可能是特稿或者说新闻

作品同文学作品不一样的地方。文学作品，是作者自由抒发自己的感情，由读者或者市场来选

择是否接受。特稿作为一种新闻报道，则需要选择读者和市场。如果听凭特稿作者从自己的兴

趣自由抒发，很可能谁也不会买他的帐。如果想写一篇让普天下的人都认可的特稿，起码在我

们做对外报道的这里行不通——普天下的报刊杂志各不相同，谁认你？ 

当然，国内一些指令性的人物典型报道，是中国特色。这些报道所写的人物虽然都很优秀，但

是那种报道方式和推广方式，是没有市场竞争力和生命力的。 

所以，我们写特稿，一定要知道给谁写？十多年前，我们有两家对中国美术感兴趣的用户，一

个是英国的《东方艺术》，一个是香港的《亚洲艺术》，格调都很不错。那时我们人也比较

强，写艺术的小伙子水平很不错，在两家杂志都发表过不少特稿。可是一开始，我们却闹过笑

话。他写了一篇介绍某位中国花鸟画家的特稿，写得很有文采，我们就把它投给了《东方艺

术》。没有多久，稿子被退了回来——那时没有互联网，国际电信也不发达，我们跟用户联络

还要靠邮寄。编者说，我们只介绍已故的艺术家。我们再把稿子转给《亚洲艺术》，他们很快

就采用了。后来这位记者又写了一篇特稿，好象是讲唐代画家的。我们搞发行的同志觉得《亚

洲艺术》上次用得不错，这次还给他们吧。没想到稿子也被退回来，编者说，我们只介绍活着

的艺术家。所以，不知道给谁写，稿子再好也卖不出去。 



常常有年轻人来找我，说对文艺特别感兴趣，想写这方面的特稿。我就问，对哪方面的文艺感

兴趣？老实讲，像国内所谓“娱记”写的那种东西，在海外的英文报刊根本没有市场。我们目

前还没有对外国影视明星或歌星感兴趣的用户。所以，对那样的兴趣，我只能抱歉。 

不要小看给谁写的问题。知道你的稿子是给谁写的，你就向成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因为每个

报纸杂志都面向一个不同的读者群。对不同的读者群，当然要提供不同信息。我们有影视方面

的用户，《好莱坞报道》，每年角逐奥斯卡奖的片子，必定要在这家刊物和另一家叫《综艺》

的刊物上登广告，这家刊物的读者是什么层次，可见一斑。他们关心的东西，当然不同于那些

小报读者。 

知道给谁写，才谈得上针对性。 

现在国内有些记者写稿子，不是给普通老百姓看的，而是给领导看的。这实在是做记者的悲

哀。 

第三个因素：写什么？ 

这个问题，也就是特稿选题的问题。今天不展开讲，只分几种情况简单谈一谈。 

一般来说，如果你隶属于某个报刊杂志，作为普通记者，你可能会根据编辑部的部署，去采写

一个专题；也可能需要自己提出选题。作为编辑，你需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和读者的要求或市场

的需要，策划选题。 

如果你是自由撰搞人而且小有名气，可能会有报刊杂志来向你约稿，要你采访什么题目。但你

还是需要不断提出选题建议，看看有没有编辑会感兴趣。如果你是刚开始干这行的自由撰搞

人，那是不会有人找上门来的，你必须自己找选题，再把它推销出去。 

我们的记者各有分工，对自己分工负责的刊物比较熟悉，知道他们要什么。由于多年供稿建立

起来的信誉，刊物对我们也比较信赖，我们发去的稿子，命中率还是比较高的。 

第四个因素：采访谁？ 

知道了给谁写，写什么，下一步就是采访了。采访，当然要确定采访对象。 

以我1998年给美国《科学》杂志写长江三峡大坝截流为例。这是1997年10月大江截流时，我们

向《科学》建议的题目。他们感兴趣的原因，在于这个项目争议很大。虽然工程已在进行，但

是争议并没有停止。 

这是我要写的题目。我知道曾经有科学家对这个项目有不同意见，我很有兴趣了解他们现在在

做什么。写这个题目，无所谓赞成还是反对这个项目，就是为后世给中国科学留下一份历史的

记录：对待这个问题，中国的科学家们曾经有这样这样的态度。 

这是给权威科学刊物做的报道，所以必须具有科学性。对内报道那种一边倒的做法，《科学》

是不能接受的。 

在确定采访对象之前，先要做些案头工作，也就是搜集和研究材料。包括媒体以往对三峡工程

的报道，更要看不同意见的科学家们发表的文章。 

这里，我特别注意相关专业领域科学家的意见。我们知道一些对三峡工程有不同意见的著名科

学家，如周培源，但是他们不是水利、生态方面的专家。所以他们的观点我只能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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