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标题    媒介论坛用户名  密码    

媒介动态 传媒产业 传媒经管 传媒经济 传媒环境 广告业 传媒人才 舆论影响 传媒竞争 

新闻与法 新闻业务 新闻学习 新闻理论 新闻史学 新媒体 新闻伦理 传媒调查 媒介批评 

广电世界 新闻教育 媒介人物 大众传播 书店书评 新闻奖 传媒改革 传媒博客 传媒内参 

再感觉对非事件性新闻采写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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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这个题目，是有感于目前非事件性新闻写作中存在的主题选择平面化、主题表达简单

化、主题开掘浅表化的问题。  

  主题选择的平面化是相对立体化而言，即在某项工作或某一问题的新闻宣传中，大多数新

闻作品的主题都在一个层面上，区分不开层次。比如对某个重要会议精神的新闻宣传，往往先

是停留在表态层面上，然后停留在提高认识的层面上；主题表达的简单化，是指简单地以因导

果或以果推因，如简单对号、穿靴戴帽之类；主题开掘的浅表化，是指稿件无识见而炒冷饭，

无哲理而穷唠叨，老腔老调老道理，对读者了无启迪。  

  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固然不止一个，但记者对所报道的题材缺少理论思考和未曾进一步再

感觉当是主要原因。非事件性新闻说白了就是工作报道，而任何一项工作都不是孤立的、突然

发生的，往往是一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或一个单元，要弄清楚不可能一目了然。毛主席在

《实践论》中讲，"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

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

社1986年版，第125页）毛主席的这段话当然不是针对非事件性新闻写作而讲的，却一针见血

地指出了上述问题的症结所在，那就是对新闻素材只凭感觉而缺乏理解。采写非事件性新闻的

过程，其实是一个"感觉---理解---再感觉---写作"的过程。一个记者写作非事件性新闻的水

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其对感觉的理解水平以及再感觉的功夫。  

没有再感觉就谈不上深化主题 

  非事件性新闻的主题形成于采访当中，而初步的采访只能给记者一个概略的感觉。随着采

访的深入，感觉会越来越鲜明，通过对感觉的理解有可能初步形成主题，但此时若马上动笔势

必会遇到许多尴尬：或有观点没例子，或观点不配套，或例子缺胳膊少腿。所以有经验的记者

往往不急于动笔，而是继续采访。继续采访不同于主题初步形成前的采访，是一种主题初步形

成后的采访。我们将前者视为感觉，而将后者视为再感觉。之所以这样看，并非故意往哲学上

靠，更非故弄玄虚，而是因为再感觉不仅仅在于补充事例，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于确认主题、深

化主题。  

  首先，通过再感觉，使主题集中、具体，而避免主题的笼统空泛。在感觉的基础上形成的

主题往往是比较大的，即我们平时所说的口子太大，面太宽。口大面宽势必面面俱到，浮光掠

影，深不下去，要深就得将口子变小。而口子不是你想变小就能变小的。要变小，一是所抓的

问题要具体，二是要有能说明所抓问题的事例群。显然，光是听采访对象大而化之的谈一遍无

法满足上述要求，非有理解再感觉不可。感觉与再感觉是一个完整过程中的两个阶段，但并非

一定要分两次采访，会抓问题的记者感觉与再感觉是连贯的、一气呵成的。在采访中，他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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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到一个可能有价值的问题，就会像鹰隼见到猎物一样，毫不犹豫而又谨慎小心地扑上去，

立即进入再感觉阶段。2003年3月，我们在广州军区某高炮团采访团党委学习贯彻"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的情况，虽然初步所得可以凑合成一篇稿子，但稿件会有简单对号之嫌。当政委

讲到上年团党委在上头受表扬，在群众考评中却未过关的情况时，我们顿时兴奋起来："上头

OK，下头NO"的现象不就是一个有可能碰响的具体问题吗？具体了口子就小，口子小了就好深

入。于是我们死盯着这个问题发问，结果问出了一串栩栩如生的人物故事，问清了这个问题的

来龙去脉。采访结束，稿子水到渠成。此例中，抓住"上头OK，下头NO"这个问题之前是感觉阶

段，之后是再感觉阶段。  

  其次，通过再感觉，将主题破开层次，避免一线平推。作文要破题，这是常识。破题有奇

正巧拙之分，高下新老之别，奇巧高新记者所欲也，若要所欲成真，再感觉至关重要。再感觉

一方面是在听故事中进行理论思考，琢磨它能说明什么道理，在我将要做的文章中处在哪一层

次，能起什么作用；一方面是在理论思考的指引下搜索新的素材，琢磨要表达主题深化主题，

大体须分几个什么层次，还需要哪方面的材料，"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两个方面相辅相成。

需要说明的是，再感觉中的"大胆假设"，不可凭空搞概念演绎，而应在已掌握材料的基础上发

散思维，这样我们设想的层次才有可能与实际基本一致。有些稿件看似事例很多，但不过千例

一理，同义反复而已。从章法上说，是没有破开层次；从采访上说，是因为只靠感觉而没有再

感觉。  

  再次，通过再感觉，使观点事例紧密结合，避免事理分家。再感觉不仅是要给主题和体裁

准确定位，而且要给观点和事例准确定位。经过感觉和理解之后，通常遇到的情况是有了观点

而事例不全，或观点事例结合不紧，这些问题要通过再感觉来解决，做到"沿隐以至显，因内

而符外"（《文心雕龙·体性》），使内容形式统一，观点事例统一。有些稿件看似条理分

明，但经不起细看，观点事例分家了，不问便知作者在采访中未曾再感觉。  

理解是再感觉的牵引和核心 

  讲了半天再感觉，或问：靠什么来再感觉呢？答曰：靠理解。理解是再感觉的牵引和核

心。  

  在解释什么是理解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种现象。新闻敏感即捕捉新闻的能力是一个记者成

功的首要条件，但具备这一首要条件的记者不一定都能成功。君不见许多相当聪明的记者包括

一些资深记者，他们的新闻嗅觉不谓不敏感，稿件所抓的问题也不能说不是问题，但是他们的

笔下就是不出上品更不说名篇，其稿件总是显得平淡寡味而没有哲理，无法给人打下烙印。究

其原因，撇开别的不谈，仅从采写程序上说，就是靠感觉捕捉到问题后，跳过了理解和再感觉

阶段，便直接进入了写作，没有将采写程序走完。这里所说的理解，是指对靠新闻敏感所捕捉

到的问题的理解，包括下列两个不可绝然分开的方面：  

  第一是确认所抓的问题，掂量其是否真是个问题，是哪一类型的问题。  

  第二是分析抓到的问题，罗列其表现，弄清其原因和后果，探索其解决办法。  

  上述第一方面是感觉阶段的结束，第二方面是再感觉阶段的开始。无论是确认问题还是分

析问题，都关乎一篇新闻作品的成败，所以说理解在采写程序中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是

再感觉的牵引和核心。  

  理解理解，能对问题作出理性的解释才算理解。只相信感觉而不相信理论在非事件性新闻

中的作用，其实是一种新闻采写中的狭隘经验主义。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这种理论

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

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

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0页）。我们不



能奢求每一篇非事件性新闻都能反映事物的本质，但至少应要求不偏离事物的本质。在采访实

践中，我们常常会碰到现象与本质不相符甚至绝然相反的情况。记得1983年我应邀到南京军区

通信修理研究所采访，他们定的题目是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科研成果累累。采访当中，正碰上

该所推荐出席司令部直属队先进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奇怪的是被提名者多为炊事员等勤杂人

员，而科研骨干都榜上无名，有人推荐助工丁曙光，很快被一片反对声所淹没。这一情况说

明，这个单位的许多人对知识分子还有偏见，原来定的题目与实际有距离。记者马上改变采访

方向，深挖"科技干部为啥当不了先进"的问题，并列席该所的党委会听他们的专题讨论，结果

以上述题目写出一篇清"左"的工作通讯（载军报1983年5月7日二版），不仅更加符合客观实

际，当时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原题无法比拟的。所以说，记者不仅要善于感觉，还要善于理解，

会理性思考，对感觉一旦理解准确了，就会因窗户纸被捅破了而产生豁然开朗的快感。再感觉

在理解的牵引下，提问能提到点子上，找事例像有了"指北针"，采访效率会成倍提高。  

再感觉是探讨交流式的再采访 

  话接上头。对感觉理解准确之后，采访便进入再感觉阶段。与感觉阶段的采访不同，再感

觉是一种探讨交流式的再采访。  

  探讨的主题当然是记者通过感觉、理解所抓到的问题。主题明确了，话题自然就集中了。

从形式上看，再感觉是记者与采访对象的一次专题交流会。  

  1991年春天，我到北京军区某集团军采访党委抓部队建设的经验，首长们谈的材料上写的

经验颇多，但给我以强烈感觉的是他们的三句话：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扎扎实实落

实。这个感觉固然不错，也有一定的针对性，可做主题未免太大，于是边将采访所得"过电

影"边思考，人人都喊抓落实，到底应落实到哪里去呢？落实到战斗力上，不错！而战斗力在

平时是靠经常性工作积累养成的。有的人搞花花点子，虚在不认真抓经常性工作而尽想出名挂

号上；这支部队实打实，实在长年累月一丝不苟按条令条例和纲要的要求抓经常性工作上。因

此，经常性工作是否落实是检验工作落实与否和作风虚实的度量衡。再采访时我一亮出这一观

点，立即受到采访对象的热烈响应，采访变成了一场有声有色的讨论会，政委还翻出《邓小平

文选》的有关论述来谈自己的体会。记者也通过提问和设问来参与讨论。不到半天，做文章所

需要的东西全齐了，一篇《从经常性工作落实起》的工作通讯自然分娩，上了解放军报一版头

条（1991年4月6日）。  

  从上例可见，要探讨交流得起来，记者出的题目即你所抓到的问题要比较具体，要的确是

个问题，不可大而化之，似是而非，同时这个问题应是从受访单位的实际中抓出来的，而不是

凭空想象出来的，强加于人的。题目具体，话题才能集中；问题从实际中来，才有事可说。否

则就有可能开成务虚会，神仙会。此其一。  

  记者的提问应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或从已知的一件事问起，或所问之指向为你所需要

的事。问得具体，才好回答；从事问起，才好伸发；指向明确，才好对号。此其二。如在上述

再采访中，我想要说明不重视经常性工作迟早要吃亏这一道理的材料，但我不能直接问有无吃

了亏的教训，因为若对方不愿露底而回答说"没有"，你再硬挖便非常尴尬，所以我从一件事问

起：你们一个老牌先进团连续3年在集团军当了"副班长"，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吗？如此发

问，对方便非常自然地讲出了该团因热衷于搞突击性挂号工程，忽视了经常性工作，终致全面

建设滑坡的教训。这一段采访记录成为见报稿第一段"养底气得靠'家常饭'的主要素材。"  

  其三，记者要善于根据采访对象所谈的情况及时修正调整采访思路。尽管我们所出的题目

是从感觉中即从初步采访得来的事实中筛出来的，但不敢保证它与实际就完全吻合，有出入是

绝对的，如果顽固地按图索骥，有时难免会缘木求鱼，碰得鼻青脸肿，心灰意冷。仅是我问你

答我出点子你讲例子不是交流，互相启发互相碰撞才是交流。发现自己的设想与实际不符就要

放弃，发现采访对象有好的见解就马上吸收，发现思想火花要及时捕捉，如其不甚完善要通过

 



参与探讨争取使之完善。在上述再采访中，见报稿第三段"要害是解决经常性工作不经常的问

题"、第四段"重复是落实之路"都是采访提纲中所没有的，是在采访中捕捉到思想火花后深入

探讨不断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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