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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读兵家新论。受突破传统理念限制的战争与战法之新概念的启发，思维不由从风驰电

掣、钢吟铁啸的战场中跳出来，固定在案头那一摞稿件中。  

  这些来自部队的稿件，充溢着通讯员的心血，也寄托着他们对稿件见诸报端的企盼。然而

其中"一平二淡三不新"的，分发到各编辑室后，将被我那些作风严谨、选稿苛刻的同仁们谓之

为"攻击不果"。心疼进了碎纸机的稿子，想跟那些刚刚在军事新闻道路上起步的基层通讯员唠

唠嗑。  

走向立体 

－－向题材的范围突破 

  现代高新技术驱动着战场空间不断扩展。兵家在经历了战场从点式、线式到面式的演变之

后，又要面对新的巨变：立体，乃至无限。于是就有了军人的幽默---提问："哪儿是我的战

场？"回答："任何地方！"  

  或许你会这样理解部队新闻工作的"战场空间"：报社的编辑、记者可全面跑部队，是"立

体式"；军、师级的干事能逐级往下走，是"线式"；旅、团部队的干事只在本单位转，是"面

式"；基层报道员"窝"在连队，是"点式"。各"式"所划定的"战场空间"，限制着发掘新闻题材

的范围和分量。此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为何不能换个角度理解"战场空间"呢？新时期

部队建设、基层建设各项工作所具有的新特点、取得的新成果，如一阵阵新风从各级层面、各

种场合、各个岗位、各类人物，从四面八方吹来，因此为各级通讯员提供新闻题材的"战场空

间"，都是"立体"的。一个连队勤俭建连，把从营区拣来的旧易拉罐卖掉买回饮水机---算新闻

题材；团党委引导官兵算反账；喝多少钱的饮料才换回这几台饮水机---是新闻题材；团党

委"反打算盘"赋予传统经验以新内涵，引导机关各部门为连队建设算细账，又引导基层官兵为

团队建设算大账---乃新闻中的新闻题材……谁说团的新闻干事所处的"面式战场"态势不是"立

体"的？某"艰苦奋斗模范连"支起了官兵自费购买的微机；某连自学成才的"小律师"帮助"学雷

锋标兵"打赢了家庭宅基地纠纷的官司……报道员身处的"点式战场"环境，又何尝不是"立

体"的？依我看，不在乎我们的通讯员身处哪一级"战场"，而在于你能否突破习惯思维模式去

感悟到"立体"的存在；不是你的"一亩三分地"缺少新闻题材，而是你没有发掘出新闻题材。面

对那些限制题材发掘的旧的思维模式，我们不妨也幽它一默---提问："哪儿有新闻题材？"回

答："部队的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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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通讯员写起稿子来忒实在，训练就是训练，上课就是上课，吃饭就吃饭，非要砌上一

堵墙来切断其间的必然联系。请注意，当你盯着报社那位分管具体行当的编辑写稿时，就已经

降低了自己的"战斗力"。  

  新军事革命带来的一系列部队新型建制和混合型兵器装备的出现，致使各军兵种彻底打破

了其间的隔墙，形成了空前的整体作战能力。同时，我军新时期部队建设各项工作，越发讲究

融合性，相互依托、渗透、贯通、作用，其间的隔墙亦在逐渐淡化。其实，我们在潜意识里已

经领悟到了这一点。如基层经常性管理工作的稿件，难得出现"连长"的称谓，写经常性思想工

作，"指导员"的身影已很少出现，而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连队党支部"。这是为什么？连队

的"两个经常性工作"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想掰都掰不开。  

  你说写稿子要讲究"窄开口子往深处打"，正确！我想强调的是：关键要看这口子开在何

处。排兵布阵，兵家护得最严部位的是结合部，因为这儿最致命。同样，写稿若能从各项工作

的结合部楔进去，避免题材旧、起点低及片面性的毛病，从而能左右麾兵、游刃有余，进而长

驱直入、千里夺将。  

  从工作结合部上突破，忌讳的是面面俱到，主题分散。如今兵家认为，取得胜利的最好办

法，对敌方不是杀伤而是控制。海湾战争前一年，美国人就买通法国商家在向伊拉克出口的计

算机里输入了病毒，有效地控制了瘫痪伊军指挥系统的主动权。车臣战争中，俄国人仅用一枚

导弹追踪移动电话信号，就使讨厌的杜达耶夫闭上了臭嘴，缓解了小小车臣惹出的巨大麻烦。

同样，在"结合部"上写稿，要牢牢控制住主题和主线。战场上，击毙一个敌人，只需多挖个

坑；而一个伤兵俘虏，就要占用你五六个战斗员来保障。写稿子，一定要控制、运用好多元化

素材，切不可受丰富素材的反制。  

利用代差 

－－向小体裁稿件突破 

  "小体裁"稿件，在自然来稿中不多见。作为报人，我也愿意编发能够引起强烈反响的大消

息、大通讯、大特写、大报告文学等"大体裁"稿件。但是，我还是要说，部队建设工作是多方

面、多层面的，是实在、具体的，是丰富多彩的，非"大体裁"能全面报道出去。特别应该强

调，军区报纸的主要读者群是基层官兵。"小体裁"稿件更贴近他们的实际需要，更贴近他们的

阅读欣赏习惯，因此为其所喜闻乐见。  

  就新闻报道工作本身来说，通讯员不能忽视"代差"对提高刊稿率的作用。现代战争中存在

一种有趣现象：最现代化的军队不一定能战胜不循常规的"李向阳"，数字化到牙齿的士兵也许

对付不了在高粱地里转悠的"双枪老太婆"。兵家悟到，武器和军队的"代差"越近，代位高的一

方战果越显著；"代差"拉得越开，彼此间相互对付的办法就越少。我们基层通讯员明知道编

辑、记者多为采写稿件的"高手"，且握有报纸版面的"版权"，采访范围广、纵深大，成稿速度

快、质量高，为什么非要与他们在"大块头"上一争高下？本人无意贬低基层通讯员的业务能

力，也不想挑起通讯员与编辑、记者争夺版面的"战争"。只想提醒通讯员们：善于"做大"的报

人根本无缘像你那样常年滚在基层的"青纱帐"里，而报纸的版面上又始终为部队的最大读者群

预留着"小体裁"稿件的位置。尽占天时、地利、人和的这广博的"游击战场"，非咱"游击队"莫

属。  

    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兵家告别了"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的无奈，进入"打什么仗造什

么武器"的新时期。同样，"小体裁"稿件要想写出成色来，也要突破传统模式的限制，并可以

利用"模块化"原理，不断拼组出新的"多维"形式。几幅连环画配上说明词，就是精美的"画面

新闻"；再加上几句点评，即类似抓问题的报道。语言诙谐的短消息配上漫画插图，可读性中

 



充满着浸透力；补上一篇主人公的"我说我"，思想性便突出了。用新闻照片抓问题，说明文后

配上点小言论，视觉效果加思想，冲击力强；继发一组新旧场景图片对比，连续报道的厚重感

即可跃然报端……算算效费比，值！  

    其实，"小体裁"稿件也能出大效果。立起个重主题，几篇短消息或小故事从不同的侧

面卷击而来，这一拳能砸不出个坑？一篇人物特写配上几篇日记，再搭上一组基层干部的感

慨、兵们掏心窝子的话，弄好了还能抓出个小典型抱个"金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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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写稿经——滚动发展 (2002-5-19) 

· 为美国《科学》杂志写稿的挑战 (200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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