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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撰稿与推销特稿 （1） 

时间：2002-7-26 22:19:05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熊蕾 阅读1270次

  

今天先继续上周讲的，讨论特稿写作，然后再讲自由撰搞和特稿推销。 

 

上次我们讲到特稿报道的几个因素，讲到谁要写、为谁写、写什么和采访谁等，也讲到真正的

写作在整个过程中所花费的精力不超过30%。 

在采访的过程中，包括在采访以前和采访以后，你需要对所报道的题目研究大量的背景材料—

—以往有关的媒介报道，有关专著，论文，文章，都要尽可能找来看。 

采访、调研都完成了。是不是就可以开始写了？还是不要忙。你再把采访的笔记排排队，把调

研的材料消化消化，斟酌一下材料的取舍和组织。 

等你消化和思考得差不多了，稿子基本上就可以一气呵成了。 

 

写文章，最怕形成套路。形成套路，跟八股文一样，很难吸引人，打动读者。所以，特稿写作

本身，并没有什么好讲。但是，有一些经验，可以供大家参考。 

 

第一点，我在前两次课上提到过，今天再强调一下：就是始终把自己放在读者的位置，想一

想，这样写，读者会不会感兴趣？这个提法，读者能不能明白？ 

从读者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设法拉近和读者的距离，以引起他们的兴趣。 

[例一] 

海一样的沙丘已经在中国移动、扩张了千百年。数以千万亿计的沙粒没有控制的持续移动，已

经吞没了若干古代的文明──楼兰、尼雅、高昌……它们都曾在丝绸之路上繁华过。 

而荒漠化的威胁仍在继续：虽然中国在1997年7月1日恢复了对土地面积达1092平方公里的香港

行使主权，但西北部沙漠的推进使中国失掉的农田面积，却是它的两倍还多。 

潘筱颖：《与沙谋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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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给《南华早报》的一篇特稿。因为目标是香港地区的读者，所以，作者很形象地把中国每

年沙漠化的面积，具体为相当于两个香港。你要说中国每年有多少平方公里的土地沙漠化，读

者大概不会有什么感觉。可是你说中国每年沙漠化的面积，等于损失两个香港，他们一是会感

到，哦，这么厉害，而且会感到和自己有一种相关。 

 

[例二] 

她躺在长江中游的江底已近60年了，锈蚀班驳。但她如同千千万万半个世纪前惨死于日本侵略

者屠刀下的中国老百姓一样，并没有被遗忘。 

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明年2月前将她打捞上来，打捞工作预定于1996年11月12日开始。这一天是

中国近代史上民主革命的领袖孙中山诞辰130周年。这艘沉没的战舰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孙中山（1866-1925）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中国长达三千

年的封建统治。今天，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孙先生是他们的革命先驱。 

在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升级之际，打捞这艘被日本轰炸机1938年在华中的湖北省会武汉附近炸

沉的军舰，意味着要中国人记住孙中山先生为统一中国所付出的不懈努力，和这艘军舰所体现

的爱国主义精神。…… 

——李慧等：《打捞一段沉没的历史》 

这篇特稿是新华社湖北分社几位记者采访的，编辑是特稿社的李慧。这篇稿很见编辑的功夫。 

首先看题目：原稿的题目是《中山舰：一代名舰的沉没与打捞》，直白，不如这个《打捞一段

沉没的历史》，既有文采，又很简洁，还显出一种苍凉、厚重的历史感，并且给读者以悬念。 

原稿开头是写这艘军舰的历史：中山舰，原名什么舰，何时由满清政府向日本订购，何时建

造，何时下水，写了差不多600字之后才写到它如何被日军飞机炸沉江底。 

外国读者想必很难有那样的兴趣和耐心，跟着我们从大清朝走过来。中日甲午战争和洋务运动

毕竟离他们太遥远了。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打捞中山舰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即使不知道这艘军舰的历史，只凭孙中

山这个舰名，也不难揣想这件事的分量。可是外国读者就不同了。他们不懂中文，更不懂中国

历史，所以很难理解打捞这艘并不算古老的文物有什么价值。 

所以李慧劈头就提到抗战。这篇特稿是1996年发的，此前不久，全世界才纪念了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50周年，这对各国人民都记忆犹新。把这艘军舰作为半个世纪前那场战争的一个未被忘却

的牺牲者来写，很容易使国外读者感到亲近，感到同情。 

然后，李慧把原稿后半部分才提到的打捞工作提前到开头部分的第二自然段，以孙中山先生的

历史地位和国际知名度，来加强读者对这件事的印象。接着，非常巧妙地将这艘军舰的打捞同

现实联系起来。这就使读者比较容易看下去。 

原稿对打捞方案虽然做了很详尽的介绍，但是，李慧从读者的角度出发，还是没有满足。她通

过分社记者，同湖北省文化厅中山舰打捞工作组的负责人直接取得联系，向他提出了10个问

题，对方传真过来的答复就有8页。比如，原稿对“双驳抬撬整体打捞法”虽然做了详尽介



绍，但专有名词太多，读者还是不容易明白它的必要性和优越性。补充材料除了必要的说明和

解释，又有一个形象的描述：“整个过程就像用网兜拎东西一样”，让人马上就能明白“抬撬

法”是怎么回事。而目前常用的“提吊法”，“用力点太少，提吊时可能会使这艘在水下锈蚀

了近60年的军舰像麻绳吊豆腐一样解体”。这也很形象。 

 

第二点，找好角度，抓特点，抓冲突。尽可能把最有戏剧性的东西拎出来，把读者的兴趣抓

住。这就是找好切入点。 

比如，我们可以从跌宕的命运切入。像特稿社记者张丹和新华社西藏分社记者多穷写的这一

篇。 

 

[例三] 

多年以前，恰嘎乡的先民们辗转迁徙到这片土地时，以为他们找到了天赐福地。因为这里终年

汨汨流淌着五眼清泉，这在干旱少雨的青藏高原已经是难得的宝藏。更希奇的是，泉水的温度

始终保持在40摄氏度以上，在寒风凛冽的冬日里更给乡民以温暖。 

乡民们安顿下来，于是有了恰嘎乡。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他们就此落入自然界设下的一个

残忍的圈套之中。 

现在恰嘎乡有700多人口。世世代代以来他们惊奇地发现自己被病魔缠住了。这里的乡民几乎

个个从少年时代牙齿就开始变黄，过了中年便脱落殆尽。老年人更遭受驼背、腿瘸、关节肿大

等病症的折磨。 

——张丹、多穷：《西藏恰嘎乡村民喝上了安全水》 

 

这种命运的跌宕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接下来，记者再写当地政府如何发现了残害恰嘎乡村

民们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五眼温泉水，它们的含氟量超出国家规定指标20多倍，写政府如何

努力解决该乡水的问题：在开发西藏一江两河的工程中，也就是以拉萨和日喀则为中心的雅鲁

藏布江、拉萨河和年楚河流域的开发工程，恰嘎乡的安全饮水工程上了马，当地人终于喝上了

救命的清水。这篇特稿，通过介绍青藏高原一个重山环绕的偏僻小山乡的变化，折射出一个民

族的变迁。英国双子座特稿社采用了这篇特稿，它的执行主编在致各国通讯员的业务通信中，

点名表扬了张丹和多穷这篇报道写得好。这是抓特点，抓冲突比较好的一个例子。 

 

[例四] 

是摇篮也是杀手，是母亲也是威胁。自古以来，中国对它的大江大河就是既依赖，又担心。黄

河就是其中的典型。 

清朝时期，黄河的治理已经被认为关乎王朝稳定的大事，乃至朝廷专设了一个级别上仅次于宰

相品位的专门负责黄河事务的河道总督衙门，特许总督进紫禁城不下马。但是一旦洪水决堤，

则要人头落地。 

 



1998年夏天，当人们关注着长江和东北的滔滔洪水时，这条中国的第二大河面临的困扰却完全

不同：黄河再次因缺水而断流。 

——熊蕾：《黄河：悬在人们心上的河》  

 

这一篇是我写的，但是这个开头是当时在我们特稿社工作的英国专家威廉·林赛改的。我觉得

改得非常好，把黄河带有戏剧冲突的特色概括得十分精彩。 

 

第三点，报道要平衡，不能只报一面之词，也不能把一相情愿当成现实。 

 

[例五] 

某某大街的改造工程今天开始动工。据有关部门权威人士告诉记者，这项工程将于年底完成通

车，届时该地区交通堵塞的状况将大大缓解。 

 

这是司空见惯的报道模式。权威人士说交通堵塞会缓解，就一定会缓解吗？这只是政府部门的

一相情愿。专家怎么说？常跑这条路的司机怎么说？没有这些方面的说法，你的报道的可信度

就会大打折扣。 

 

[例六] 

在太空中遨游一圈又返回地面的蔬菜“太空种子”，现已在某地生根发芽，结出与众不同的硕

果。 

据介绍，太空种子就是将普通种子筛选后，搭载运载火箭进入太空，接受太空辐射，引起基因

突变，返回地面后提纯复壮的种子。记者在该地农业开发区见到的用太空种子育出的金黄色西

红柿一个就有1到1.5公斤，营养含量是普通西红柿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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