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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敬宜在新闻领域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他在发现新闻、捕捉新闻方面的能力，更是值得我们认

真研究。他说，“我一直主张，写经济建设、经济生活的变化，一定要着眼于那种静悄悄发生

的、不为人们注意的，但一经点破之后会使人恍然大。 

从理论上来说，新闻是到处存在的，只是需要一双慧眼去发现之。正如罗丹一句名言：生活中

并不缺少美，缺少的是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按复旦大学王中教授的定义，新闻是新近变动的事

实的传布。事实上，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无时无刻不在变动之中。按事物的变化形态，可将其分

为“突变型”、“速变型”和“渐变型”几种。一般来说，突变型、速变型的事物，因其变化

幅度之烈之大，比较容易被发现，但对于渐变型的事物的新闻价值的发现，却不是那么容易做

到。现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的梁衡先生说，“新东西常常是在不知不觉中出现的。它好比春

风吹过田野时，这里那里悄悄拱出的几点草芽……假如朋友们在早春的黄土地上散步，谁要先

发现一棵破土的草芽，那必定能给大家带来一阵由衷的喜悦。” 由此可见，新闻的发现力，

更多地表现在对那些“悄悄拱出的几点草芽”的发现上。这与范敬宜所说的“静悄悄发生的变

化”是不谋而合的。 

可以说，对于生活中那种“静悄悄发生的变化”的发现，范敬宜先生不仅独具慧眼，而且特有

招数。首先，他能从大处着眼，于细微处发现变化。范敬宜不久前在清华大学与学生座谈时

说，搞新闻报道，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了解大局，不了解大局，只是一个文字匠。我们倡导“政

治家办报”，政治家的特点就是能审时度势，权衡利弊，从而作出正确判断。他举其得奖作品

《田野静悄悄，地静苗情好》为例。1982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范敬宜去农村了

解“夏锄”情况，采访中发现，上午10点钟的时候，田野里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为什么现

在地里没有人了呢？原来，在承包以前，人们都是八九点才出工，而现在包产到户，人们早上

四点就出工，等天大亮时已经收工回家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和生产积

极性释放出来了。所以，范敬宜说，如果不了解大局，不了解以前的状况，就抓不住这个有时

代特点的好新闻。可见，能从细微处发现新闻，得益于对大局的了解。同样，《夜无电话声，

早无堵门人  两家子公社干部睡上了安稳觉》，也是通过将一个公社办公室发生的事，与整个

改革开放的大局联系起来才发现的。人家说他这篇新闻是睡出来的，范敬宜说，“为什么能

‘睡’出来，就因为脑子里有农村的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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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细微处与整个大局联系起来后，它就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和象征性意味，就能产生以一当

十，以少胜多的效果。这样，“静悄悄的变化”就巧妙地体现出了时代的巨变。例如关于上海

的变化，一些报道的着眼点无非是楼高了，地绿了，天蓝了，车快了等等。但《新民晚报》一

位记者向范敬宜讲了三件没有上过报纸和荧屏的事：第一，公共汽车在马路上转弯时不再“敲

帮”了；第二，公共汽车司乘人员不再推乘客的腰背了；第三，商店里不再喊话，提醒顾客

“注意钱包”了。范敬宜说，这三件事虽小，且不易为外地人觉察，其实反映的却是大问题，

即上海市的党政领导，确是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扎扎实实地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这样

的新闻完全可以作为报纸和荧屏的头条，很有可能被评为中国好新闻一等奖。当年新闻佳作

《上海把最后两辆人力车送进博物馆》即是如此，“最后两辆人力车进博物馆”对于时代而言

就极具象征意义。 如果说这些身边的小事对于时代的巨变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话，那么找出

象征物与象征义之间的联系，就是新闻的发现力所在。有学者谈到象征有“传统象征”与“个

人象征”两种情况。所谓传统象征，就是在长期的使用中，某一象征物与象征义之间已经构成

了稳固的联系，如前面所说的，谈到城市变化就是楼高了、路宽了之类。个人象征则不然，象

征物与象征义之间的联系，是个人发现的，是全新的。借用这一说法，那么，范敬宜从“静悄

悄处”所发现的新闻，其视角完全是独特的；其事实与意义的联系，是个人的用心发见。 

其次，他善于纵向联系，从比较中发现变化。如果说联系大局，是将新闻事实放到现实的横向

坐标上来考察其价值的话，那么，与过去作比较则是从历史的纵向坐标上来确定事物的变动

量。渐变型的事实，人们之所以难以发现，就在于没有找到一个参照物。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对

非事件性新闻的把握上。非事件性的内容，通常是一种大面积的变动，不以突变和速变的形态

出现。并且，它涉及的时间跨度大，不是一个短时间内形成的变化。对这样的内容，范敬宜一

般是以事物的过去态为参照系。还是以《夜无电话声，早无堵门人  两家子公社干部睡上了安

稳觉》为例。据范敬宜回忆，那一年他去辽宁康平县两家子公社采访。在公社办公室住了两天

未发现什么新闻线索，到了第三天睡觉起来，他灵感一来，对陪同的宣传干事说：“我可发现

大新闻了。这三天，我们接过一个电话没有？有一个来上访的没有？一个也没有。这就是大新

闻。”显然，这又是一典型的从“静悄悄处”发现的新闻。其发现力，除来自前面的具有“大

局”意识外，还有就是来自他对农村过去情况的了解。范敬宜说：“我知道，像这样的贫困

乡，在过去晚上电话很忙，不是搞形式主义，催进度、要报表，就是上访、吵架。越穷的地方

越出问题，邻里之间为了一个鸡蛋也会打起来。”他找到公社老秘书进一步证实：以前在办公

室根本睡不了觉，电话不断，老百姓一大早就来“堵被窝”哪能像现在这样睡得安安稳稳。承

包以后，老百姓日子好过了，事情就少了。  

通过与过去情况的比较来确定事物变动的量，这成了范敬宜发现新闻的重要方法。如《夜半钟

声送穷神》。这条新闻是这样发现的：范敬宜到这个村子采访，夜晚在村头散步，突然前后农

家传来了清脆悦耳的挂钟打点声，钟声此起彼伏，打破了山村的寂静。他联想到这个村长期贫

困，温饱都没有解决，哪有钱买挂钟？实行包产到户后，家家响起了钟声，这是多大的变化！

他马上以此为题材，传达出农村在新形势下“送穷神”的新信息。又如《过去统计“有”，现

在统计“无”》。这是他在1995年国庆前夕写的一篇体现祖国巨变的报道。他与来自辽宁贫困

山区的建昌县委宣传部长相遇，问全县农村拥有多少台电视机，不料对方回答说这种提法过时

了，过去是统计多少人家有电视机，现在生活富裕了购买电视机的人家多了，未买电视机的只

是少数了，统计没有电视机的户反而容易了。这项指标统计方法的变化，就让范敬宜感到了农

村的巨变。 

最后，范敬宜很善于选择一个好的比较点。如果说从横向的把握与从纵向的比较，是确立了事

物变动的质和量的话，那么选择到一个好的比较点，就是找到了对这种变动的解读方式。犹如

找到了一个能撬动地球的阿基米德支点，能从身边小事体现出社会的巨变。清人刘熙载说过：

“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社会的变化，只要用心，

可以在很多细小之处感受得到，正如梁衡所比喻的，就像刚刚破土的草芽之于春风。从新与

旧、今与昔的对比中见出变化，固然是新闻发现力的体现，但找到好的比较点，更能见出新闻

发现的功力。如关于农村的变化，“睡了个安稳觉”、“夜半钟声”、“统计方法的变化”等

 



等，又如关于上海的变化，“不再敲帮”、“不再推背”、“不再喊话”等等，都是很好的比

较点。这都是我们身边普遍存在的变化，往往因为太为人们所熟悉而令人熟视无睹，难以察

觉。一些人谈起变化，很习惯地陷入思维定势。如谈上海的变化，无非就是楼高了，路宽了，

地绿了，天蓝了，车快了等等。这种习惯性思维方式很容易禁锢人们思想，局限人们的视野，

影响人们的新闻发现力。 

范敬宜的新闻发现力，得力于他对基层生活的深切了解。他说过，作为记者，要抓重大主题，

牵动千万人的心，必须和实际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如果不深入基层，就只会说些套话。王国维

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

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此言也可用来概括

范敬宜的新闻发现力：入乎其内，他对事物的变化了解细致入微；出乎其外，他又能放眼全

局，联系时代，从宏观的角度来把握事物变化的本质。这样，即使是静悄悄的变化，同样也关

连着时代的巨变。 

  范敬宜：《总编辑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101页。 

  梁衡：《在春风中寻找破土的草芽》，《传媒》2001年第1期。 

    刘鉴强：《如果有来世，还是做记者》，《新闻记者》2002年第6期。 

  范敬宜：《人到晚年学说话》，《中华新闻报》2002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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