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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记者的适用思维 

时间：2003-9-5 18:48:12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王英新 王建英 阅读1096次

  

 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思维形式有两种：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都

是人类的理性思想活动，它们都必须遵循思维活动的共同规律，即以大量的感性材料作为认识

的前提，经过抽象式提炼的工夫，从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阶段，以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它们在

认识的实践过程中，都是像恩格斯所说的：“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提高到特殊，然后从特殊提

高到一般。”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认识事物方式的不同。  

  新闻界有的同志认为，文艺作品讲究塑造形象，所以需要使用形象思维，新闻作品讲究逻

辑的严密、语言的洗练，是用不得形象思维的。笔者认为，这个看法有失偏颇。  

  首先，先来看看记者的思维是怎样产生的。由于新闻是报道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人和事，所

以对记者来说，他的首要任务是深入社会生活，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甘苦，仔细地观察、体

验，敏锐地从生活中寻找有新闻价值的典型事实和形象。这就如画家“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

中”，音乐家动人的乐章产生于美妙的生活旋律一样，记者的思维必须在客观事物的色彩和视

觉形象上产生。  

  显然，记者在工作开始阶段就碰到如何思维的问题。在现场五彩缤纷的视觉形象面前，是

使用形象思维呢，还是使用逻辑思维呢？笔者认为主要应该使用形象思维。因为，只有形象思

维才能对事物形象本身进行真实、具体的描述和推敲。比如“春风又绿江南岸”这句诗中，为

什么用“绿”而不用“到”字呢？这只有用形象思维去琢磨、联想、意会，反复对当时看到的

景物作具体描摹，就不难发现用“绿”比用“到”更真实更形象更贴切。  

  善于使用形象思维的记者，他懂得新颖的立意来自对生活细致而深刻的的观察、体验和感

受，懂得强烈的写作欲望并不是从抽象的概念里，而是从最细腻的、最具体的体验中产生，因

此在采访中，他善于在广阔繁复的现实生活中泛览流观，在五光十色的视觉形象中观察、感

受、发现和迅速捕捉那些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形象和细节，发现别人未曾发现的东西。  

  其二，新闻主题的提炼也不能离开形象思维。为了展现所要报道的事件人物中最能体现时

代特征的精神风貌，记者要“翻肠倒肚”，着力从大量感性材料中筛选出最有典型意义、最能

体现时代精神的材料，并巧于安排每一个形象和细节，而这种于纷纭中见博洽、从平凡中见珍

异的思想不断升华的过程，就像是在脑海中过电影一般，是一幕幕来完成的。在这过程中，材

料的去留取舍，倘若离开了形象思维，即使写出报道来，也是“繁采寡情，味之必厌”之物，

不能打动读者的心。  

  强调新闻写作适用形象思维的必要性，是不是就要轻视逻辑思维的作用呢？当然不是，新

闻写作离不开逻辑思维。在描写具体事物时，抽象和概括能产生包罗一切的雄浑气象，增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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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整体气氛的渲染。所以，经验丰富的记者，还懂得自觉运用逻辑思维巧妙地谋篇立意，安

排情节，他常常会考虑选择这个细节合理不合理？选择那个形象有什么意义？等等，对自己的

形象思维进行逻辑的评价，借助逻辑思维指导形象思维去修改、增删作品。可以这样说，逻辑

思维在新闻采访、写作中，应当是形象思维的支柱。  

  记者思维活动的基本形式，实际是包括了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两种形式。它们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这样的：形象思维是逻辑思维的前提，逻辑思维是形象思维的基础，没有形象思维，不

可能写出形象化、立体化的好新闻；离开了逻辑思维，文章就缺乏明晰的逻辑力量，同样写不

出有时代气息能震撼人的好新闻。在实际工作中，记者科学的思维方法应该是这两种思维形式

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高效能运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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