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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新闻与成才》杂志改名为《军事记者》，从今年第1期开始，《军事记者》又进行

了扩版，并改为国际流行的大开本。如何满足读者需求，把杂志办得更精彩，成为编辑部全体

成员积极探索的问题。为此，编辑部采取了各种手段，如向地方新闻刊物取经，以"读者调查

表"的形式征求受众意见，等等。  

  4月26日，《军事记者》编辑部召开了一次评刊座谈会。会上，北京军区战友报社及新华

社北京军区分社、军区政治部宣传处的部分编辑、领导对《军事记者》改版后的形象进行了评

价，并重点围绕"雅俗共赏"问题，就杂志未来的发展趋势发表了各自的见解，提出了很多宝贵

的意见和建议。  

形象：由内而外的飞跃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大都有丰富的新闻实践经验，并且长时期坚持阅读《军事记者》。有一

些同志早在《军事记者》还叫做《解放军报通讯》时，就已经是它的忠实读者了。他们与《军

事记者》有着深厚的感情，也一直关注着它的成长、发展，与以往对比，他们一致认为改版后

的《军事记者》更好看了，更耐看了，无论是刊物定位、主题策划，还是栏目设置、稿件质

量、或是版面编排、色彩搭配，都完成了一次飞跃。  

  战友报社三编室副主编任东升认为杂志改版后有五大特点：一是形式变了。作为视觉媒

体，首先映入受众眼帘的就是它的外在形式，《军事记者》现在的版式安排大气，疏密得当，

彩页增多了，体现了崭新的精神风貌，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二是档次高了。杂志告别了

原先的低档次定位，由普及性、提携性的杂志发展成为权威性的综合性期刊，成为军队系统新

闻业务研究的窗口。三是理论探讨深了。杂志接触了大量的理论话题，所刊登的许多文章以深

入的理性思索驳斥了"新闻无学"的错误论调，给人启迪。四是刊载内容宽了。不再局限于动态

性、经验性的报道，新增了各种栏目，有助于打开读者的视野，但也时刻注意保持浓郁的"军

味"。五是指导性强了。没有就理论而谈理论，而是紧紧结合实际，正如卷首语所写的，成

为"军事新闻理论探讨的论坛、军事新闻知识荟萃的园地、军事新闻采访写作的良师、军事新

闻记者成长的摇篮"。  

  战友报社总编室编辑黄选军与军区宣传处副处长徐青云的发言都提及了杂志改版后受众面

的扩大。黄选军编辑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从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出发，总结了《军事记者》

在军事新闻工作者成才之路上两个阶段的不同功能。他认为，在初学新闻时，《军事记者》就

像一本教材，学习者更多注意的是它上面所刊登的基础新闻业务指导、作品点评等实用性内

容，利用它来提高自己的新闻写作水平；当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后，读者开始有更高

的追求，这时候，《军事记者》的功能就从教学转为研究，以它的前瞻性、时代感牵引着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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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线，为他们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探讨与学习提供了一片天地。读者也更多地关注它的理论

品位、文化品位。徐青云副处长指出：《军事记者》这种既面向普通报道员、新闻干事，又面

向专家、学者的双重身分正是它的一大特色，在所有新闻研究刊物中也是独一无二的。部队各

个层次的官兵，除了专职的新闻报道人员外，新闻爱好者、军队主官以及政工干部都可以从中

有所收获，这恐怕是同类其他杂志所望尘莫及的。  

  在谈到杂志质量的提高时，徐青云从三个方面作了具体的论述。①稿件层次的提高。首先

是选题的层次提高了，紧跟时代的变化，密切关注军内外、国内外的最新研究动态；其次是作

者的层次提高了，约请了不少军队和地方的名编辑、名记者、院校和研究机构的教授、学者撰

稿。②稿件写作质量的提高。作者在撰写时都比较重视观点的创新、语言的精雕细琢，大胆立

论，不再囿于一些不必要的条条框框。③装帧、印刷质量的提高。人靠衣装、佛靠金装，虽然

内容重于形式，但如果能做到内外兼美，岂不是更让读者爱不释手？  

雅俗共赏：永远追求的境界 

  这次座谈会的主题是讨论如何让《军事记者》做到雅俗共赏，在座的同志就雅俗共赏的界

定和实现雅俗共赏的途径交流了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雅俗共赏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从认识论的层面来讲，理论的形成就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而实践又是获

得感性认识的重要途径，所以说理论就是对实践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的结果，是为解决实践

中出现的问题而寻求的对策的归纳。新闻理论就是在新闻实践中不断形成和完善的。《军事记

者》是一份理论杂志，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所刊登的文章是"纯理论"的。相反，它必须有较强的

现实针对性，从实践中得来，又运用到实践中去。如果脱离了实践，任何所谓的理论都将成为

空中楼阁，没有意义，"雅俗共赏"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依托。当然，如果仅有对实践的纪录，

而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也不可能达到"雅俗共赏"的效果。  

  徐青云副处长认为，杂志不是教科书，应该增加可操作性强的内容，让大家在实践中有所

参照，有所借鉴；黄选军编辑认为，雅俗共赏就是使理论研究突出对新闻机构、新闻事业本身

出现的新问题的关注，这样，才能既立足于理论前沿，又引起读者的共鸣；任东升副主编也提

到，现在理论界存在着两种研究取向，其中一种就是割裂实践，把理论封闭起来，研究得越来

越琐碎、越来越艰深，甚至连那些本应用来辅助理解的图表、模型也变得繁杂古怪，难以理

解，以此来显示自己的科研水平，其实，这不仅不能称为雅俗共赏，就连"雅"这个字也谈不

上。大家都赞成：雅俗共赏就是以指导实践为目的，做深层次的理论探讨，让读者想得深、看

得懂、用得上。  

  二、雅俗共赏就是可读性与理论性的统一  

  在讨论中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雅"是指文章的理论性，"俗"是指文章的可读性，"雅

俗共赏"自然是指二者的结合。作为我军惟一的新闻专业理论刊物，《军事记者》必须不断增

强它的理论性，成为军事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面旗帜，才能跻身于强手如林的新闻理论研究领

域。但是，从传播效果上来说，要使受众接受刊物中的思想，进而接受这份刊物，又必须针对

读者的阅读心理，增加刊物的可读性（普遍性、知识性、趣味性等）。  

  新华社北京军区分社社长陈辉指出：一份专业性的刊物，最难做到的就是强化可读性，就

连一些在地方很有名气的杂志也已经逐渐暴露出这方面的问题。要做到"雅俗共赏"，就不能板

着面孔讲理论。任东升副主编认为可读性直接关系到杂志的生存，是个不容小视的问题。"众

口难调"，要赢得广大读者的普遍青睐，就要挖掘带有共性的，经常遇到、想到，却又没有得

到解决的重点、热点、难点、疑点。他还强调，在可读性上也要分清层次，对各种类型的读者

都要有所侧重。  



  大家觉得，统一可读性与理论性应主要在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方面，在杂志的内容设置上

做到丰富多彩。既有理论界普遍关注的共同话题，也有独家的思想火花；既有尘封多年的新闻

采写背景，也有鲜活生动的当代记者风貌；既有对新闻事业发展史的回顾，也有对不同新闻理

论流派的分析；既有对某一具体稿件的点评，也有对某一类报道形式的探讨，等等。另一方

面，在稿件的写作上做到深入浅出，软硬结合，也就是用通俗的语言说明深奥的论点，用生动

的形式解释枯燥的道理，最重要的就是要运用能让最普遍的受众接受的表达方式。  

  三、雅俗共赏是深度与广度的统一  

  对于"雅俗共赏"，战友报社一编室主编曹万德有他与众不同的独到见解。他没有

将"雅"和"俗"看作是相对的两个概念，也没有把它们当成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来分析，来寻找

它们之间的结合点。在他看来，"雅俗共赏"要解决的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这两者之间有交

叉，但是没有矛盾。  

  "雅"是从杂志的深度这个层面来谈的。也就是说，对于很重要、但已经谈得很多、很久的

论题，就要挖掘新颖的角度，作更深的剖析，力求让人耳目一新，不落俗套。另外，在论述某

个观点，总结某种思想的时候，不管开口大小，都不能泛泛而谈，不能满足于浮在表面上，说

一些无关痛痒的话，发表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见解，人云亦云，而必须深入进去，做透彻的论

述，一针见血地点明关键所在。并且，在引证、措词上一定要有相当的分量，经过认真的推

敲。  

  "俗"是从杂志的广度这个层面来谈的。也就是要拓宽杂志的影响范围，能够拥有最广泛的

读者群。首先，题材要广，上至党和国家的有关新闻政策、法律法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新闻

思想，下至普通报道员的创作心得，都应该成为选择的对象；其次，作者面要广，要有专业研

究者的文章，也要有初学者的习作，其目的就是获得各个层次读者的认同和欢迎。但他特别指

出，绝不能因为片面追求发行量，一味地迎合受众，沦为"庸俗"。  

  四、雅俗共赏是为基层新闻报道工作服务与为完善军事新闻理论体系服务的统一  

  新华分社陈社长和战友报社郑健副社长在谈话中都非常重视为基层服务的观念。他们一再

强调，高、新、尖的内容不可少，面向基层、面向广大报道员的思想更不能丢。这是"雅俗共

赏"的题中应有之义。  

  与地方相比，军队的新闻理论研究起步较慢，而且，在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中，出现

了很多新的新闻传播规律与技巧，都在军事新闻研究的范畴之内，急需加以总结和发展，以完

善军事新闻理论体系。显然，这是《军事记者》的重要职责之一。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军

事新闻事业还有一项迫切的任务，就是培养庞大的通讯员队伍，建立健全军队的新闻采集网

络。因为部队的大量新闻都出在基层，而这些新闻的大多数又是由报道员发现和采写的，只有

提高基层报道员的素质，才能提高军事新闻稿件的整体质量。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些通讯

员不可能都有进入院校学习的机会，他们更多依靠的是自学。这时候，《军事记者》在他们眼

中就成了无言的老师，他们渴望从中得到细微的指导、实在的启发、形象的教育和热情的鼓

励。《军事记者》必须兼顾他们的需要，考虑他们的感受，处理好"精英"与"大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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