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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年龄的增长，近年来我的阅读兴趣和方式亦随之发生了变化，比如，对那些长篇文学作

品、大部头的学术专著就很少有兴趣完整阅读或从头到尾啃下来，至多对有趣的书拿来读读前

言（序）、看看后记和翻番目录而已。然而，廖永亮同志日前将他的一本35万字的学术新著

《消息写作创新》（新华出版社2004年8月版）送给我，我不仅能够耐心地读下去，而且越读

兴致越浓，时而产生共鸣，时而引发沉思，真有点读了这节欲读下节的感觉。总之，读这本书

犹如学生时代读一本有趣的长篇小说一般：愉悦、兴奋、有味道、耐琢磨。读后感到有收获、

长学问，真可称得上是一部学术性、系统性、可读性兼容的实用新闻学大书，是一本开卷有益

的力作，亦是一部特色鲜明的学术专著。概括起来说，该书有如下两个特点犹为突出： 

    一、系统性。该书围绕消息写作创新这一看似轻松实为沉重的学术问题，分16章108个小

问题、分门别类地展开讨论。从消息的定义、功能、题材、主题、背景、结构、结尾谈起，一

直讲到消息的取材、视角、种类、语言、笔法以及消息的美感、名作名家赏评等等，方方面

面、边边角角都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对一般业内人士来说，书中论述的很多问题，或是感觉

到了而没能深刻认识到，或是压根就没想到消息写作还有这么多问题与学问？正如一位出版界

专家所评价的：“很少见到有这么全面、细致论述消息写作的学术专著”。 

    在一般教科书里，一章一篇就能讲清楚的消息写作问题，在这里则用了这么多章节、这么

长篇幅作阐述，是否有点小题大做，或有零碎、啰嗦之嫌？恰恰相反，每一篇章的每个问题，

从提出到阐释到得出结论（见解），基本上都有着别样的视角、独特见解。并且它们之间上下

呼应、紧密关联，由创新这根红线贯穿始终，使之形成了一部较为完整、比较全面的学术体

系。比如，在谈消息的变异这一章里，作者从“新闻文体的丰富、新闻观念的更新、新闻媒体

的丰富、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生活的发展、人类认识的深化”等七个方面（角度），深入浅

出地剖析了传统消息发展、变化及产生的变异问题。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消息的模样在渐渐

地发生着变化，人们或许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包括业界人士在内，对这一现象恐怕大都停

留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地步。作者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对媒界这一现象作了鸟瞰式的

审视，进而提示了这一现象（问题）的本源，总结了消息写作发展、变化及创新规律，即理论

概括，使之显得丰满，亦新鲜、有趣、在理。 

    如此阐述，书是厚了点，不过厚是有它厚的道理与必要，每一章节、每个观点，甚至那些

典型实例的引用，似乎都在从一个侧面、一个角度说明着一个问题，表达着一种思想。假如去

掉一些章节或骨干实例，重者如少了胳膊短了腿的人，不为健全者；轻则犹如斩断一个手指，

割掉一只耳朵，留下残疾。 

    在系统性上，该书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在每章的若干个小问题中，都有一个响亮的名

字（标题），或押韵、或排比，生动、有味道。打开目录就可看到，它像天安门前的阅兵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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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列列队伍错落有致（一章为一个单位），整齐划一。在遣词造句作标题中，很讲究，整个目

录好似一张家谱，起名时，每一篇章的每个标题要几个字都几个字，句式中间或两头所选取的

都是相同或意思相近的字与词。如消息的特点：“重而大、简而短、准而快……”；“标题的

格式、标题的内容、标题的神采”。有内容、有出处、有章法、有美感、 显文化，相互间又

有着本质联系。它像一幅美丽的五色图，引人注目，又像一条漂亮的消息导语，在延伸与展显

内容过程中，犹如一个连环套，一环扣着一环，严谨、严密、逻辑清晰，结成了一个完整的体

系。 

    二、学术性。一本著作是否有价值、能否填补学界之空白，除选题重要外，关键看它的学

术性。古人说：“言而无文，行之不远”。独立思考、勤于劳作、善做学问，是著书立说的前

提条件。而要写一部确有学术价值的大书，决不是靠聪明的脑袋凭空而想一蹴而就的，都是在

现有学问基础上的深化，是依据一定知识积累循序渐进的过程，《消息写作创新》一书正是这

样的产物。 

    起初，作者只是找来历年的全国性新闻获奖作品集，一一研读，大量地做笔记，直接从获

奖作品汲取点点滴滴创新的经验、技巧及营养。记的笔记多了，感悟多了，便有了将其成系

统、理论化的冲动与基石。这本书就是在这样一个做学问的基础上总结出一套系统的消息写作

创新理论和实用技术。 

    据粗略统计，作者在这本书中引述的书刊报章和中外优秀消息作品达七百余部（件）次，

真是旁征博引，有骨头有肉血色浓，又显“腹有名篇气自华”。由于能够站在前人的“肩膀”

上向上攀登，着眼于实践最新成果研究问题，并从历史、文化的视角去审视、去剖析，因而使

它的学术思维更开阔，学术思想更深刻，这本厚书亦就更显厚重感。如此读罢，怎能不受启

迪，不叫人兴奋与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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