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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音》杂志创刊17年，发行量达到430万份，发行量在全国同类刊物中位居第二，在本省同

类刊物中位居第一，多次受到中宣部、省新闻出版局、省妇联的表扬和嘉奖，被评为历届湖北

省优秀期刊，全国优秀期刊，荣获国家期刊奖，进入“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和“中国期刊

方阵”，同时，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一、在内容上，深入生活，深入心灵，深入家庭，用纯洁的心灵感染人，用美好的情操陶治

人，用奋进的精神鼓舞人。  

《知音》自创刊之初就面临着这样一种新形势：一方面，各种文化传媒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

现，广播、电视、报刊越来越多，呈现出文化的多元性和传播样式的多样化，各种传媒争夺读

者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另一方面，《知音》作为我省最早实行自负盈亏的出版单位，财政不拨

一分钱，必须完全依靠自己养活自己，办好刊物。在这种形势面前，刊物怎样生存发展立足于

报刊市场呢？《知音》既不能以庸俗、淫秽、武打、色情等内容迎合读者，单纯追求经济效

益，也不能板着一副“威严”的面孔“吓唬”读者，进行空洞的说教，完全不顾经济效益；既

要向读者奉献高雅、精美的精神食粮，又要寻找表现内容上的“突破口”或曰“结合点”。这

个“突破口”必须是：它是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的，是符合党的“二为”方针和新闻的党性原

则的；同时又是为广大读者所易于接受、喜闻乐见的，坚持文章的思想性与可读性相结合。因

此，编辑部制定了“深入生活、深入心灵、深入家庭”的办刊原则，坚持在文章内容上体现

“人情美、人性美”的特色引导读者充实人生，完善人生，狠抓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呼唤人情友情，讴歌至爱真情。  

向往真善美是永恒的人性。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扶危济困、互相帮助、见义勇为的优良传统美

德。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进一步弘扬和发展了人与人之间全新而美好的人际关系。但是，在

“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在无休止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面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

得紧张、冷漠起来；在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商业上的竞争也使人们呼唤美好的人情友

情。因此，《知音》应该把弘扬真善美、讴歌真情至爱作为重要的宣传内容，使《知音》真正

成为广大读者的“知音”。我们开设了“爱心行动”、“人情大世界”、“爱的呼唤”等栏

目，每期都推出一至两个这方面的先进典型，以重要篇幅、重要位置发表出来。这些典型无不

受到广大读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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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状写平凡人生，歌颂奋进精神。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种顽强拼搏、不断奋进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也正是党中央多

次倡导的社会主义报刊应该弘扬的主旋律。我们注意始终把镜头对准那些平凡人的不平凡的人

生，歌颂那些占人口总数90％以上的普通群众在困境和逆境中与命运顽强搏斗、实现自己理想

的不屈人生。而不是将镜头对准那些明星、大款或者这个“家”那“家”。我们认为，惟其这

些典型生活在群众之中，惟其这些人物极为普通，才能引起千百万读者的共鸣，才能使读者感

到实在而亲切。  

3、坦露真实心灵，感悟人生道理。  

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力。真实也是文章产生巨大震撼力的所在。同时，人们生活在现代社会，每

天被矛盾所困扰，不断遇到诸如恋爱、婚姻、家庭、工作生活难题，他们有解决难题的喜悦，

也有遇到人生难题不知所措的惊慌，还有受到人生挫折的悲哀。通过各式各样的主人公，把自

己的真实人生记录下来，把自己的复杂心情袒露出来，往往能使普通读者产生触类旁通、启迪

心智的作用。因此，我们注意在刊物中组织这类文章，使生活中的读者自己写自己，开设了

“心情故事”、“人在旅途”、“围城风景”、“初恋时分”等栏目，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二、在表现形式上，适应现代生活的快节奏，调动一切手法，加强文章的可读性。  

内容决定形式，有了好的内容还须有好的形式表达，才能使文章更有可读性，吸引读者。  

1、选取新视角反映文章的内容。  

《知音》的文章大多写现代人每天都司空见惯的事情，如果不用全新的角度来反映，就会使人

感到老调重弹，了无新意。因此，我们尽可能从新角度出发，从人生的某一个侧面着笔，集中

写人生的某一阶段、某一侧面，避免面面俱到。  

如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博士大款，真情为何难诉》，写的是一位博士与一位青年女工由相爱

到反目又重新相爱的恩恩怨怨。原文重在写那位博士生对难寻人间真情的感叹，如果取这样的

角度，文章没有新意。实际上，在这篇文章里，那位博士是在身无分文的时候爱上了那位离了

婚的女工的，后来那位女工当了承包人，有了钱，而博士生看不惯阔起来的“贵妇人”，愤然

离开学校办了一家公司，成了一位大款，于是他们离了婚。后来，那位博士生的公司破产了，

当承包人的妻子也因经济问题被罚得一贫如洗，他们又再次结合了。于是编辑改了一个角度，

从金钱与爱情的关系出发来写这篇文章，并把题目改成了《金钱与爱情的奇怪轮回》赋予了文

章新的意义，体现了时代特征。  

2、抓重点典型，以一当十，重点突破。  

 



《知音》所刊发的文章，几乎不采用综合性、全景式的方法，而是每篇文章都是一个活生生的

典型。如同样写南下打工潮，反映南下打工妹的艰辛生活，我们只通过一位打工妹的亲身经历

来写，发表了一位南下打工妹的叙述：《渴望做母亲》。这篇文章通过这位打工妹之口，写出

打工妹在南方打工几年之后，已到结婚生育年龄，但没有本地户口，不能与本地有工作、有户

口的男青年结婚的复杂情况，浓缩了一代打工妹的心态，在打工妹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再比如同样是报道社会上流行的美容热，披露美容行业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只抓取一位新疆姑

娘三下成都整容但最终花5000元钱买得一脸伤疤的典型，以《来来去去，美貌仍是一场空》为

题，告诫爱美心切的姑娘们应慎重地对待美容。  

 

 

文章管理：CDDC （共计 554 篇）     

CDDC刊载文章仅为学习研究，转载CDDC原创文章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知音

· 《知音》，“杂”而胜 (2006-7-28) 

· 《知音》杂志 (2004-9-20) 

· 深入生活深入心灵深入家庭 谈《知音》的编辑特色（下） (2002-8-3) 

>>更多 

 
╣ 深入生活深入心灵深入家庭 谈《知音》的编辑特色（上） 会员评论[共 0 篇] ╠

 

╣ 我要评论 ╠

会员名：    密 码： 

  

 

关于CDDC◆联系CDDC ◆投稿信箱◆ 会员注册◆版权声明◆ 隐私条款◆网站律师◆CDDC服务◆技术支持

对CDDC有任何建议、意见或投诉，请点这里在线提交！  

◆MSC Status Organization◆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版权所有◆不得转载◆Copyright © 2001--2009 www.cddc.net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如有违反，追究法律责任. 

提交 重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