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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写好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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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有时也称为通讯报道，是报纸广播等媒体中一种主要的报道体裁，是新闻报道中的重武

器。 

  通讯是运用多种表现方法比较深入而又详细地报道真实的客观事物的新闻文体。它以叙

述、描写为主要表现方式，迅速、具体、生动地反映具有新闻意义的人物、事件和情况。  

[通讯的特点] 

  通讯的特点，只要与消息作一比较就可看得很清楚。 

  同消息一样，通讯所报道的内容都必须完全真实，报道时间上都讲时效性，要求迅速及

时。按着名记者梁衡的说法，一条消息应具有三点基本要求：一是要有一件真实的事情；二是

这事件必须是新发生的，新鲜的；三是这事件要有足够的受众，有传播价值。概括起来就是真

实性、时效性和受众性。这是构成消息的核心。在通讯中，这个核心亦然存在，只不过因为通

讯比消息字数增多和表现形式多样，这个核心就包藏得更深些。 

  通讯与消息的相异之处在于：从题材上说，消息选材范围广泛，通讯选材较严，它一般只

报道有意义的、人们普遍关心的事实；从内容上说，消息通常只作概括、简要的报道，通讯不

但要告诉读者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而且还要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从结构形式

上来说，消息通常要遵守一定的格式，按照导语、主体、结尾、背景材料等几个部分来写，通

讯往往根据写作对象不同而采取灵活多样的结构；从表达方式上说，消息以叙述为主，较少用

描写、议论、抒情，通讯则多种表达方式综和运用；从语言上来说，消息要求简洁、明了，通

讯则要求生动、形象；从时效性说，消息要争分夺秒，耽误了时间就丧失了新闻的价值。通讯

则不像消息那样严格，同一题材的内容，往往是先发消息，后发通讯。  

[通讯有哪些种类] 

  通常，人们把通讯分为人物通讯、事件通讯、风貌通讯、工作通讯等。 

  －人物通讯－ 

  人物通讯是用来展示新闻事迹与形象的一种新闻体裁。人物通讯的报道对象主要 是那些

能体现时代精神的先进人物。 

  宣传先进人物是我们社会主义新闻媒体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熟悉的一些先进人物如黄继

光、雷锋、焦裕禄、张海迪、孔繁森等。都是通过通讯报道宣传开来的。在对先进人物的宣传

报道中，人物通讯一直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人物通讯以先进人物为主要报道对象。但也不排除对一些有争议的人物或正处于转变中的

人物的报道。有些人物通讯甚至还是揭露干坏事的丑恶人物的报道。这些方面的报道，虽然不

是人物通讯的主流，但还是对时代的某个侧面的记录和反映，大大地丰富了人物通讯的内容。 

  人物通讯以展示人物的事迹和表现人物形象为己任。人物的事迹和人物的形象是两个不同

的概念。人物的事迹主要是指人物作了什么，是以“事”为主的；人物的形象主要是指人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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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是以“人”为主的；诚然，在人物通讯中，事和人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人物形象是

通过一系列的事件来显示的，事件是人物活动的舞台；人物事迹是人物行为的生动记录，积淀

着人物的思想和品德。 

  人物通讯的首要任务是要把人物写活。而要把人物写活，首先要主要抓住人物的特点，写

出人物的个性。有经验的作者总是在对人物的描写中努力挖掘人物的个性特点，抓住其与众不

同之处。老记者田流曾说：“譬如，报道一个劳动模范，他做了很多事情，特别是那些老劳

模，事迹更多，我们总不能把他的事迹都写进去呀……我们应该研究这位劳模和别的劳模有什

么不同。一定要找出这个‘不同’来。有了这个‘不同’，那些最能表现这个劳模本质的材

料、事迹，就站到前列来了。哪些别的劳模都会做、都要做的事迹、材料——对我们要报道的

这个劳模说来是次要的事迹、材料，就容易被区别开来，就容易淘汰了。这样我们虽然只写他

一两件事，反而更能表现这个劳模的特点，使这个劳模更生动形象地站立在读者面前。相反，

如果抓不住特点，把一大堆材料、事迹堆上去，写出来的文章，既不是这个劳模，也不是那个

劳模，而是一个人的名字加上一大堆事件，是不会感人的。”实践证明，抓住了人物的特点，

人物就会“活”起来。  

  努力表现人物身上的时代特征。这是人物通讯与人物传记的一个重要区别。新华社记者穆

青曾说过：“能否高瞻远瞩地提炼出能够反映时代特征的主题，并且从这个高度来表现英雄人

物的革命精神和思想风貌，就成为决定人物通讯成败、优劣的关键。”表现人物身上的时代特

征，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好针对性问题，也就是说要同现实生活中广大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或最迫

切需要解答的重大课题联系起来。针对时代的实际情况来挖掘人物的精神世界，有助于对人物

的时代特征的把握。 

  －事件通讯－ 

  事件通讯就是详细地报道具有典型意义的新闻事件的通讯，是报刊上常见的一种通讯体

裁。 

  事件通讯报道事件一般都比较详细，能全面地、客观地介绍事件的来龙去脉与发展过程，

具体地、形象地描述其细节，即使是那些篇幅短小之作，也要求把事件叙述清楚，使读者对整

个事件能够有比较完整清晰的印象。 

  事件通讯的报道题材是十分广泛的。依其性质与作用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以

表扬、歌颂为宗旨，对那些能体现时代主旋律、社会新风尚和人们新的思想境界、道德水准的

重大事件的报道，能起到鼓舞、激励和倡导等方面的作用。如60年代传诵一时的通讯《为了六

十一个阶级兄弟》就是这方面的名篇。另一类是以批评或揭露为目的，对社会生活和工作中出

现的一些弊端予以曝光，起催人猛醒、驱邪扶正等作用。还有一类是介于表扬、歌颂与批评、

揭露之间的报道，即通过报道某一内涵较为丰富的事件，揭示现实社会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

矛盾、热点，作者对此加以评论，揭示其实质或意义，起到活跃思想、启发思路等作用。 

  事件通讯是以记叙事件为主的，因此对叙事有比较高的要求。首先，叙述要清楚，既要将

事件演变线索描述清楚，还要将事件内在的因果关系弄清。 

  关于事件的演变线索。线索比较单一的比较好把握，大体按时间顺序叙述即可；对那些头

绪比较多的事件，叙述时要特别注意多头绪之间的分和合，事件如何开端，如何分成多头绪多

线索叙述，如何又将它们合为一体，拧成一股绳等。《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在这方面做得

非常成功。它以时间的进展为基本叙事线索的同时，分头并进地记叙北京和平陆两地的有关事

宜，时空交错，画面宽广而不杂乱。 

  关于事件内在的因果关系。事件通讯所报道的事件是“果”，但“因”一定要注意交代清

楚，一个结果，要能有一个原因，更多的情况是可能有多个原因。在诸多原因中，有些是直接

的，有些是间接的；有些是浅层的，有些是深层的。这些都要根据实际需要弄清楚。 

  事件通讯以记叙事件为主，但事件的核心是人，事件实际上就是人物行动的全过程，事与

人是难以截然分开的。所以，事件通讯的写作，要求既见事也见人，在记事中充分揭示有关人

物的思想依据。有些事件中人物比较多，全部写进事件通讯中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但如果只写

少数几个人，则又不能充分体现事件的意义与规模。因此，在涉及到人物较多的事件通讯中，



人物常常是以“群像”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也就是说，通讯应当努力去挖掘众人身上共同

表现出来的时代精神。那些涉及人物较少的事件，则应注意集中笔墨写好其中的关键人物。  

  事件通讯毕竟是以事为主，以事件发展来结构作品的，所以，在写人时应注意：只能围绕

事件写人，不能脱离事件另去表现人物；只能在事件发展中去动态地表现人物，不能中断事件

发展的线索去静止地表现人物。同时还应注意，事件通讯写人一般都是简笔勾勒，不能像人物

通讯那样去对人物作过多精雕细刻，否则就会影响叙事的质量。 

  －风貌通讯－ 

  风貌通讯是指着重描绘社会变化、时代风尚及风土人情的通讯报道。它一般是反映新貌，

抓住特色，点面结合，开阔读者视野，增长读者知识，给人以美感和现场感。 

  风貌通讯的表现形式比较丰富，报刊上常见的“见闻”、“巡礼”、“侧记”、“纪

行”、“掠影”、“纪游”等等，都属于风貌通讯的范围。 

  众多的表现形式，使得风貌通讯在表现题材上比其他通讯更加广泛多样。概括地说，它可

以反映一个地区、一个战线或一个单位发展变化的新气象、新面貌；可以报道重要的建筑工

程、展览会、陈列馆等的内容及规模；也可以赞颂革命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介绍旅游风光；

此外，它还可以反映异国的社会现状和风土人情，以促进国际交流。 

  风貌通讯总是以全景式的介绍来报道对象，努力给人有一个“概貌”的感觉。但是这不是

高度概括和抽象化了的东西，而应注意点面结合，将那些能反映报道对象特点的具体事物、精

彩片断和侧面，与报道对象全貌结合起来，让读者既能了解报道对象的全貌，也能看到报道对

象的细微之处，以形成立体化的认识。  

  风貌通讯在表现时代风貌时，要突出一个“新”字。如何突出这个“新”字？主要是用对

比衬托的手法。这种对比通常是从多方面进行的，在对比的两面中，旧的一面只是给新一面起

陪衬作用，只是表明面貌变化的起点，为了突出新貌，看出时代的变动。如《今日白帝城》就

是在描述今日新貌时，穿插一点过去的背景，构成一种反差，让人感觉到惊人的变化。 

  －工作通讯－ 

  工作通讯是通过报道和分析当前实际工作中的经验、问题、教训等，从中找出某些带规律

性的东西，以此指导、推动实际工作的通讯形式。 

  工作通讯对实际工作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它可以通过报道各种生动、典型的事例，介绍各

个地区、各个单位在某项工作中的一些先进做法和具体经验，对其他地区或有关单位的工作开

展有启发和借鉴的作用。它也可以批评和揭露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思

路或对策。如《城市养狗为何屡禁不止》，报道的就是城市普遍存在的“狗患”问题。 

  比起一般的新闻报道来，工作通讯除了一般地报道新闻信息外，还担负着宣传党的方针政

策及指导实际工作的任务。也就是说，工作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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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写好通讯 会员评论[共 1 篇] ╠

看了文章后，主要收获是知道了“什么是通讯，它有几种分类。。。”。至于怎样写好通讯，还是不大

明白。 [luyouz001于2002-8-27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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