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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金量再高的金矿石，不经过一定工艺过程的提炼，只能算是一块矿石。新闻材料也是如此，

不通过作者的认识和思考，只能算是一堆零碎的线索或素材；只有通过一定的认识过程，才可

能选择一个恰当的角度，进而提炼出蕴含于新闻事实内部的深刻思想，体现其独特的新闻意

义。这里，笔者结合近年来的采编实践，就主题思想的提炼方法和表达形式问题，谈一些粗浅

的认识。 

编辑工作中，经常听到一些通讯员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什么样的稿子容易被采用？仔细想

想，采用的标准还是很多的：就稿件本身来说，要看稿子的主题思想是否深刻、新闻事实是否

典型、结构设置是否合理、新闻语言是否独具特色等等；此外，还要对稿件可能产生的社会效

果作出评价，要看是否适合报纸的需要。但是，如果只从新闻意义上去评价，主要还是要看稿

件的内容，即主题思想是否深刻、新闻事实是否典型。也就是说，新闻主题和新闻材料构成了

新闻评价的主体。 

看一篇稿子有没有新闻价值、新闻价值大不大，很重要的是要看稿子的主题思想是否深刻。我

们所说的新闻主题，主要是指通过新闻事实的叙述所表达出来的中心思想、内容主体或基本意

图。概括起来，大体有以下几种： 

可以是一种思想观点。讲究“立意”，是我国新闻写作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在我国古代，就

有“文以明道”、“文以载道”的说法。这里的“道”，指的就是“道理”或“思想”。意思

是说，文章的主题应体现某种思想观点。这与现代大众传播应具有劝服功能的主张是相通的。

在当今新闻写作中，人们在重视新闻信息含量的同时，仍然非常重视新闻的思想性，有人甚至

提出“新闻的本质在于给出思想”、“思想的价值决定新闻的价值”等观点。大多数新闻作品

的主题思想都是以思想观点的形式出现的，可以是一种角度的选择。世界上许多事物都是以各

种各样的形态存在的，从不同角度去剖析，都会挖掘出蕴含于事物内部的、不同性质的东西。

比如，前些年《解放军报》曾刊登过一篇题为《拣一个钱包挽回一笔外资》的消息，内容是一

件拾金不昧的好人好事，类似的事情在部队并不罕见，新闻媒体对此也作过无数次报道；稿件

作者却独辟蹊径，从精神文明也是一种投资环境的角度报道了此事，使读者从较为熟悉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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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获得新的启示。 

可以是一个单纯的新闻事实。比如《“神舟”四号飞船成功返回》一稿，叙述的内容本身即是

稿件的主题，如果硬要挖出一些“思想内涵”，也不是不可以。比如：“表明我国载人航天技

术日臻成熟”、“给实现载人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等等，但这些内容与事件本身相比，显然

是次要的，只能说是事件的意义，严格地讲，还算不上是稿件的主题。  

可以是一种告知。还有一部分稿件的内容传达的只是一种信息，比如《军队专业技术干部将参

加全国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一稿，并没有太多的“思想内涵”，只是传递了一个信息。 

    各种各样的主题思想在新闻作品中的表现形式也是不同的，有的开门见山；有的洋溢于稿

件的字里行间；有的通过叙述层层递进，最后抛出主题；有的通过穿插议论，对主题进行深化

拓展。这里简单介绍几种常见的主题表达形式： 

①开宗明义式：指的是稿件一开头就直接点明主题。比如：《守纪律的兵，最受地方欢迎》一

稿的开头这样写道：“现为北京市延庆县公安干警的郑国庆，10月下旬回部队看望战友。当许

多临近退伍的老战士向他打探地方的用人信息时，郑国庆深有感触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守纪

律的兵，最受地方欢迎！’”这种表达形式适合于主题思想较为显现的新闻事实，其典型特点

是直截了当，一目了然。 

②自然流露式：是将主题思想蕴蓄于具体生动的新闻事实中，并通过作者的叙述触发和导引读

者开展积极的思维活动，让主题思想自然流露出来。这种形式对作者的表达技巧要求较高，运

用得好，会给读者开辟广阔的思维空间，增强作品的表达效果；反之，也可能弄巧成拙，使读

者雾里看花，不知所云。写稿时，有些作者喜欢将观点直接抛出来，把直白当成鲜明，这是极

其错误的。直白，尽管直接提出观点，但必须讲究表达艺术，应通过新闻事实将主题思想自然

体现出来，这样才容易被大家接受。否则，就显得生硬，给读者以说教的感觉。 

③天女散花式：是将主题思想分成若干个小观点、小层次，或并列、或逐层深入，或既并列又

逐层深入，以确立总主题。这种形式常以分段、加小标题的形式出现，适合题材较大、内涵较

为丰富的主题，特点是叙述起来较为明白，逻辑上也较为严密。比如：通讯《面对“兵难带”

的自问》，就是通过“与战士的心贴不贴？”“自身的素质硬不硬？”“自身的形象正不

正？”三个小题，从带兵人自身角度对“兵难带”作了客观分析。 

④水到渠成式：是按照新闻事实发生的自然过程进行叙述，通过作品内在逻辑的自然发展得出

结论，实现思维突进。这种形式多适合于故事性较强的新闻事实。比如：《买照片》就是通过

写一个战士看到摄影摊上摆放了一张有损军人形象的照片后，主动掏钱买下的故事，反映了战

士自觉维护军人形象的责任意识。 

其实，只要注意多分析一些新闻作品，就会发现主题思想的表达形式还有很多，这里很难一一

例举。值得注意的是，采取什么样的表达形式较为合适，主要要看新闻事实的具体情况，通过

分析思考选择最能表达主题思想的表达形式。 

主题思想能否得到充分地表达，需要完美的表达形式，更需要精心的提炼。提炼是基础、是内

容，没有这一环节的努力，表达形式再完美，也只能是一种形式。因此，提炼主题既是新闻写

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一篇新闻作品成败的关键。 

许多记者、通讯员都有这样的感受，最初通过采访获取的材料大多是零碎的、片面的，要想从

众多材料中提炼出一个主题，还要经过缜密的思考，进行必要的取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

彼、由表及里。这个过程就是主题的提炼过程。这里，我就结合自己的采写实践，谈一些立足

新闻事实提炼主题的工作体会。 



立足对新闻事实的科学认识确立主题，确保主题思想的正确性 

正确，是新闻写作对主题思想的基本要求。对记者、通讯员来说，要确保主题思想的正确性，

必须树立对新闻事实的科学认识，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地、全面地、发

展地看待新闻事实，科学认识新闻事实的本质特点及其内在规律。 

  从本质上认识新闻事实，防止主题思想的肤浅性。任何新闻事实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既有

一定的表现形式，也有一定的内在规律。形式只能体现新闻事实的存在状态，本质才能揭示新

闻事实的内在规律。只有经过认真的观察、分析和思考，不断地去伪存真，才可能通过新闻事

实的表面现象真正认清其本质，进而确立正确的主题思想。有一个连队，曾经发生过重大刑事

案件，连队的许多工作都比较落后。后来，团里换了一对“老实疙瘩”到连队任军政主官，没

想到几年下来，连队竟由后进变成了先进。上级机关得知这一情况后，几次派人到这个连

“挖”经验，都因找不出工作“特色”无功而返。后来，我到这个连队采访，开始也有同样的

感受。之所以没有放弃写这个连队，是因为我坚信，连队有这样的进步，必然有其独到的经

验，于是与两位主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经过几天的采访，我终于发现他们治连的手法如同他

们的为人，能耐得寂寞，能荣辱不惊，还善学他人之长。我想，这些经验表面看好像不像所谓

的“经验”，但的确是他们带好连队的根本做法，对其它单位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通讯在报

上发表后，引起一些反响。上级机关很快推广了他们的经验和做法。一个连队的经验和做法是

很多的，但必须从本质上去认识，发现最根本、最本质的东西。如果只简单地拣几条写写，要

么反映不了最本质的东西，要么就容易流于肤浅。 

全面地认识新闻事实，防止主题思想的孤立性。现实生活中的任何新闻事实都不是孤立存在

的，就新闻事实的内部关系来讲，都存在着正反两个方面：有积极因素，有消极因素；有成

绩，也有不足；有值得肯定的，也有需要进一步检验的。它们在新闻事实中所占的比重也不尽

相同，把握不好这个量的规定性，就可能使作品的主题思想出现片面性。还有的新闻事实的发

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有的是根本的、主要的，有的是枝节的、次要的，必须弄清这些矛盾

在新闻事实中的真正地位，才可能确立正确的主题思想。就新闻事实的外部关系来讲，它与主

题思想的确立也有着很重要的关系。比如，一些单位在宣传本单位连续XX年无事故时，常常将

控制车辆派遣作为经验，有的甚至将不让新司机上车、减少训练课目作为报道内容，这就使稿

件在报道正面内容的同时产生负面影响，影响部队战斗力的提升。 

    发展地看待新闻事实，防止主题思想的绝对性。新闻事实的产生、发展，都与当时的历史

背景、周围环境、现实条件有一定的关系，都有其产生、发展的“理由”，不会是无缘无故

的。有的尽管弊大于利，但总有有利的方面。这就要求我们在确立主题思想时，必须对新闻事

实的内在因素作客观的分析，防止出现非此即彼的绝对化思想。这样的稿件既不符合新闻事实

的本来面貌，也不可信。稿件《洗消连一举撕毁9份承包合同》，说的是连队管理工作要靠大

家共同努力的问题。稿件在提到签订承包合同时，也提了这样做的理由：连队的党团员、骨干

占到全连人数的一半，并在一起工作学习，目的是为了强化党团员和骨干的责任意识。与此同

时，稿件还肯定了这种做法，对连队管理工作曾起到过一定的作用。接着，稿件指出了这种做

法产生的弊端，是强化了个别人的责任意识，而淡化了其它管理者的责任，违背了管理工作的

基本准则，使工作出现庇漏。这样写就比较客观，读者也容易接受。但也有不少稿子，在叙述

新事物产生的背景时，常常把过去的做法说得一无是处，让人感到好像过去的人不动脑子，分

明是错的还去做，很难让人相信。 

  

通过新闻事实的本来面貌反映主题，确保主题思想的真实性 

真实，是新闻写作对主题思想的又一基本要求。这里所说的真实，不仅包含主题思想的正确，

还包括主题思想与新闻事实是否一致。这就要求我们在提炼主题时，充分依赖新闻事实的本来

面貌，科学揭示新闻事实的本质。 



通过新闻事实的本来面貌提炼主题，有时较容易，有时却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对于那些显而易

见的，确立主题可能较为容易；对于那些蕴含于新闻事实内部的，却需要我们反复地认识、分

析和思考。这是因为，客观世界的本身就是纷繁复杂、多种多样的，并以各种不同形式存在

着。要真正认识新闻事实的本质，就要不断发挥主观能动性，善于通过新闻事实的表面现象揭

示其本质，发现其内在规律。对于作者来说，任何人都会因自身阅历、工作经验、知识储备、

认识判断事物能力的局限，对新闻事实有不同的认识。这就要求我们新闻工作者，注意加强政

治理论和业务知识的学习，留心周围发生的各种事情，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努力拓宽自身的视

野，善于积累工作经验，培养观察、分析事物的能力；注意尊重实际，深入群众，善于倾听各

方意见，要对新闻事实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培养良好的工作作风。 

当然，对许多新闻事实来说，蕴含其中的主题思想并不是惟一的。同一个新闻事实，不同的作

者可能会提炼出不同的主题；既使是同一位作者，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提炼出的主题也会多

种多样。但这并不是说提炼主题可以随心所欲，而必须立足新闻事实本身；离开新闻事实本

身，提炼出的主题思想再新颖、再深刻，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这里，笔者例举几种常见的主

题失实现象： 

标签型??不作任何调查研究，不作任何采访，就先定下主题思想，尔后到部队找适合该主题思

想的例子，即平时人们所说的“在家定主题，出门找例子，关门写稿子”。这种现象，是从认

识出发，到实践，然后再回到认识，违背了新闻采写的基本原则，也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的基本规律，写出的稿子要么脱离新闻事实，要么因新闻事实不典型缺少说服力，因而不可能

反映出新闻事实的本质。比如，我们经常会看到，某项教育刚刚展开，马上就有反映这项教育

成果的稿件飞往报社。这些成果也许是存在的，但肯定不是因搞了这项教育才取得的，有些成

果甚至在没搞教育前就已经取得了。 

拔高型??就是不顾新闻事实固有的承载能力，将主题思想人为地拔高。似乎不这样，显不出作

者的认识高度，体现不出作者的提炼主题的“本领”。新闻主题来源于新闻事实，但也要通过

新闻事实来展现。对于记者、通讯员来说，遇到有报道价值的新闻事实，应该提高认识高度，

揭示事实发展的内在规律，揭示蕴藏于事实内部的本质性东西，但这并不是说可以随意拔高。

提高认识高度与随意拔高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立足于新闻事实本身。从新闻事实本身出发，

深刻认识新闻事实的内在规律和本质，是提高认识高度；脱离事实本身，一味将某种不属于新

闻事实或与新闻事实不吻合的观点，强加于新闻事实，就属于拔高了。 

孤立型??表达新闻事实，要着眼回答社会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观察新闻事实时，不能仅局限

于新闻事实本身，而应将其放在社会大背景里去思考、去观察、去分析。只有这样，我们对新

闻事实的认识才会更全面、更科学，才可能发现新闻事实中具有普遍性的东西。不能将新闻事

实放在社会大背景下去思考，得出的观点尽管也可能完全出自新闻事实，但由于忽视了时间的

特定性和内容的普遍性，很难确保主题思想的正确。比如，作为精神文明重要内容的双拥共建

活动，在平时宣传很有必要，但放在非典疫情流行时宣传，就得有所选择，注意分寸的把握

了。 

游移型??是指主题思想与新闻事实的关系处在一个似有似无、  似是而非的游移状态。在主题

思想的表达中，具体体现在一会儿与新闻事实贴近，一会儿与新闻事实背离，不能从根本上完

全反映新闻事实内在的必然联系，揭示新闻事实内在的主要矛盾。 

离异型??是指完全背离新闻事实的一种主题表达形式。在这种表达过程中，常常出现新闻事实

叙述的是一回事，主题思想表达的则是另一回事。主题思想与新闻事实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

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这样的主题思想带有生硬的强制性，读者很难接受，也根本谈不上

什么宣传效果。 

谬误型??主题思想的内容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符合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方

针和政策。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新闻事实不具普遍性，得出的观点难免出现偏激；二

 



是作者对新闻事实内在关系的认识不科学，要么抓住了次要矛盾，忽视了主要矛盾，没有从根

本上揭示新闻事实的内在关系；要么只抓住了矛盾的次要方面，忽视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能

反映新闻事实的本来面貌。 

借助新闻事实的矛盾关系揭示主题，确保主题思想的鲜明性 

一篇新闻作品的主题思想能否很容易地被读者感知，并被读者所接受，很重要的是看其主题思

想是否鲜明。做到这一点，需要我们把主题提炼得很集中，并充分利用新闻事实的各种矛盾关

系，通过矛盾的对立和统一，充分表达新闻主题。 

一、通过强化新闻事实的典型性表达主题 

同样一件新闻事实，会因侧重点的不同、叙述方式的不同，表达出不同的主题内容。比如《一

份报告审了三年  作风一变半天解决》这篇消息，反映的是机关工作作风问题，在叙述时就重

点写了机关为一份战士的评残报告来回扯皮的典型事实，像“评残报告”、“拖了三年”、

“开始说没见到，后来在这位军务参谋办公桌的抽屉里找到”等典型事实，既突出了主题，也

增强了稿件的说服力。新闻写作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些问题：哪些事情该写？哪些事情

不该写？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表达方式？其实，这些都要看与主题思想的关系程度。要看什么样

的事实最典型、什么样的事情和表达方式对表现主题最有利。 

二、通过新闻事实的矛盾冲突中抖出主题 

新闻事实的方方面面都可以体现主题，但最能体现主题思想的地方，应是新闻事实内部的矛盾

交锋处。在这里，矛盾的焦点最集中，是与非的交锋最激烈，主题思想的表现最充分。消息

《六连用了13年的笼屉喜“退役”》一稿，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六连一套笼屉破了补、坏了

修，一下用了13年。从实际效果看，再修再补其费用比买一套新笼屉还多，而且用起来也不如

新的方便，好像应该放弃；从教育意义上看，六连是一个先进连队，艰苦奋斗一直是连队的光

荣传统，笼屉本身也是连队开展传统教育的一个实物，似乎又应该保留。随着为啥用了13年？

该换不该换？换了会不会丢掉连队的传统？等焦点问题的一一显露，作品的主题思想也在若隐

若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只有解决这些问题，事情才会有一个圆满的结果。连队经过

讨论，明白了笼屉换不换，是个消费观问题；传统丢不丢，是个思想认识问题。不能为了保持

发扬传统就抱残守缺。澄清认识后，笼屉换了，但艰苦奋斗的传统仍然在继续保持和发扬着。

事实说清了，主题思想也就表达明白了。 

矛盾冲突过程对展现主题极为有利，但发现、认识和了解这个过程毕竟又是纷繁复杂的，需要

我们认真地调查、思考和辨析，付出艰苦的劳动。所以，有些同志在新闻采写过程中，习惯于

回避矛盾，或者将复杂的矛盾简单化，这样做虽然省事省心，却违背了新闻事实内在的发展规

律，也丧失了展现主题的良好机会。 

三、 通过新闻事实的强烈反差突出主题 

俗话说，“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世界上许多事物的性质特点，都是通过对比发现的。

性质反差越强烈，事物的性质特点越明显。有些事情之所以构成新闻，就是因为新闻事实中包

含着反差强烈的因素。作为记者、通讯员，在新闻写作中应善于发现这些反差强烈的因素，使

我们通过对比，更好地发现新闻事实的本质特点。稿件《义务劳动遭冷遇 有偿服务受欢

迎》，说的是一个连队在学雷锋过程中发生的两件事：开始到驻地帮助群众打扫卫生，尽管是

义务劳动，却受到群众的冷落；后来，驻地经济建设中出现困难，部队前去帮忙，尽管是有偿

劳动，却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这两件事反差强烈。就是在这强烈的反差中，我们看出雷锋精

神的本质，不在于是否是义务劳动，而要看是否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只要是全心全意地

为人民服务，即使有偿的，人民群众也很欢迎，从根本上回答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雷锋精

神产生的疑惑，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像这样的稿件还有很多，比如《大胆管理的干部被评为爱



兵模范  敢提意见的战士被评为尊干标兵》等都是如此。 

新闻，无疑应该具有新意。这里的新意，往往以一种反常的、新异的、首创的事物或现象出

现，体现的是其它新闻事实所不具有的本质特点，这些特点常常需要通过对比去发现，去证

实。比如，人类第一次登月、克隆技术的掌握、SARS疫情的出现等等，都是过去从未发现过

的，在当时都是一种新事物。这些东西只有通过对比才能发现。这里的对比，包含两个含义：

一是新闻事实的前后比较，即纵的比较。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新闻事实新在哪里，有哪些进

步。二是一事物与另一事物的比较，即横的比较。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新闻事实的新意体现在

哪些地方，新到了什么程度。 

四、通过新闻事实的巧妙组合展现主题 

《解放军报》曾刊登过一个小故事，标题是《背着水壶拉西瓜》。这篇稿件尽管只登在了二

版，当时也只是看了一下，但过了20年，我仍然对这篇稿件记忆犹新。稿件说的是一个连队参

加助民劳动的事。对我们人民军队来说，这样的事太多了，很普通。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技

巧，是很难见报的。但这位作者在写作时，特地将“背水壶”与“拉西瓜”这样两件事结合起

来写，使官兵遵守群众纪律的主题得到充分展现。 

新闻事实中包含的东西很多，哪些东西可写，哪些东西可以舍弃，完全取决于主题表达的需

要。新闻写作中，我们对新闻事实的要求，不能仅满足于与主题思想有关，更要关切它与表达

主题思想的关系程度，注意选择那些最能表达主题思想的新闻事实。 

五、通过新闻背景的衬托中凸现主题 

    严格地讲，新闻背景不属于新闻事实的范畴，但它却是新闻写作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许

多新闻稿件的主题思想之所以鲜明，与其典型的新闻背景有着明显的关系。在许我新闻作品

中，没有新闻背景的衬托，新闻主题很难凸现出来。比如，《某部滨临官厅水库30年没发生一

起淹亡事故》、《连续45年没发生等级责任事故的某弹药仓库??每月一次的安全形势分析会照

开不误》等，之所以主题鲜明，都是因其典型的背景材料作衬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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