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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是人，不是神，我们讲“顶天”是讲要使典型体现时代精神，让典型在时代大背景下立

起来。典型的“党性”与“人性”不是矛盾的，应该统一起来，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  

     典型报道是一种以教育和启迪大众为新闻理念，以代表性材料诉求一般性现实的宣传报

道样式。典型报道，历来是新闻宣传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新闻宣传媒体重要的舆论手段，

是新闻舆论发挥导向作用的重要标志。同时，如何使典型更有震撼力、感染力、影响力，也是

新闻宣传中经常研究的问题。 

       目前，我们在典型宣传报道上存在的问题：一是重大典型挖掘不够，典型的本质特征

抓得不准、缺少时代特点。如“全国十佳少年王海涛”的宣传，“人民好医生马华”的宣传，

“当代农民铁人张福才”的宣传都程度不同存在这些问题。这也是我们的典型墙内开花墙内

红，花开艳丽，香飘不远，在全省、全国产生不了重大影响的直接原因。二是中间典型“千人

一面”，缺少个性，而且株距太密。去年以来，各种“十佳”的宣传不少，但却缺少个性，从

广播电视宣传看基本上是文字鉴定式，画面概括式，活动“三点”式。太概括、太抽象，很少

有感人的细节和生活场面，更缺少对典型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另外对老典型的宣传，存在

“十年一面”的问题，没有挖掘出老典型的新思想、新风貌，让群众感觉典型落后于时代，落

后于群众了，这样的典型宣传就失去了意义。三是普通典型少，与普通群众离得太远。 

       那么如何改进和强化典型宣传，使他更具震撼力、感染力、影响力呢? 

       我想要注意解决好五个问题： 

      １、典型要有“神”，也就是说给典型注入时代之思想和精神，让典型鲜活起来。 

  人的任何行为都要受一定的思想支配。先进人物之所以先进，之所以做出了普通人能做而

没有做出来的先进事迹，是由于先进人物的思想境界使然。先进人物的事迹之所以打动人，是

因为人们通过这些先进事迹所蕴含的精神境界和思想内涵拔动了人们的心弦所至。我们宣传报

道先进典型，是要为时代树立旗帜，为人们树立学习的样版，让人们见贤思齐。我们引导人们

向先进人物学习并不是要人们去模仿、重复、照搬先进人物的具体做法，因为先进人物所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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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环境、职业、岗位不同，在某些方面具有不可比性。然而先进人物的先进思想和崇高的

精神境界，则是人类共有的，统一的，具有普遍的教育意义，是人人都可以体会和学习的。因

此，报道先进人物，重要的是要揭示先进人物的先进思想和精神境界。人物先进事迹要围绕着

人物的思想去展开，这样，这个典型人物才有神，才能引导和鼓励人们跟着先进人物前进。可

是我们的典型人物的报道事迹罗列了一大堆，就是见物不见人，见物、见人不见思想，把典型

报道写成了一些事件发生过程的流水帐，写成了就事论事的表扬稿。由于报道缺乏深刻的思想

内涵，也就失去了灵魂，先进人物的模范行为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样的报道，生

动的材料不少，可就像一盘散乱的珍珠，缺乏贯穿一根红线，也就提不起来，成不了器。人们

看了报道之后，在思想上不能撞击出火花，留不下打动心弦、深刻难忘的印象，从而削弱了典

型报道的影响力和宣传效果。 

       比如“农民铁人张福才”是个好典型，抓住了新时期的“铁人”这一时代特征，但在

宣传上，却显得苍白无力。缺乏典型的时代精神。震憾力和影响力，自然就要减北。在张福才

这个典型宣传报道上，我们不仅要展示他做为农民铁人的一桩桩事迹，而且为什么这么“铁”

必须要挖掘出来。张福才身患癌症，五次大手术每次都不等痊愈偷偷跑出来工作，为了什么使

他这样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只是罗列事迹，这并不能打动人，因为这缺少“魂”的力量。那

么，他这样“拼命”究竞为了啥？心中想的是啥？装的是啥？这是这个人物只所先进的“魂”

如果这些东西挖掘不出来，张福才的事迹就不会闪光，既使他的事迹让人感动，也不会产生深

刻的震憾力。“人民的好医生马华”的宣传也是这样，既然给这个典型定位为“人民的好医

生”，那么，他究竞“好”在哪?如果只是履行了救死扶伤职责的话，离开了时代背景、离开

了马华的生活、工作环境去看待典型，就抓不住典型的本质。比如，一些地方，甚至在马华工

作的地方，医生收“红包”视为正常，而马华却谨守医德拒收“红包”、全心全意地对待每一

个患者。他这样做到底为了啥? 如果缺少典型所蕴含思想和精神的揭示，那么，马华的“好”

就失去了时代的风彩。也就是说既要展示出这些时代典型感人肺腑、令人敬仰的共同特点，又

有挖掘出他的催人泪下、发人深思的个性风彩，真正让典型有神，活起来。 

  要提高典型报道的思想性，新闻记者在采写先进人物时，必须做到既要广泛搜集先进人物

的模范事迹，更要下力气挖掘先进人物的思想内涵。往往在事物矛盾冲突中人物的思想最容易

显现出来，要认真了解先进人物在矛盾冲突的关键时刻想什么，怎么想，干什么，怎样干。

“于细微处见精神”，要通过采访先进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了解先进人物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取向。在写作时，通过人物活动的细节，从人物的言语、行动、心理活动中，自然

地、质朴地表现出先进人物的精神面貌。要让先进人物身边的人评说典型，介绍事迹，帮助分

析材料，丰富和深化先进人物的思想。抓住了先进人物的思想特点，让先进人物的事迹围绕着

思想去开拓，又把先进人物的思想体现在具体的行为之中，这样的先进人物典型报道，就会有

思想、有行动，有血有肉，形神兼备，丰富生动。这样，就会把一个品德高尚、心灵优美、奋

发向上的先进人物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就能够引起人们发自内心的共鸣。 

       ２、典型要“顶天”，也就是说要从历史的高度和时代意义去把握典型。 

       我这里说的“顶天”不是随意地拔高典型，搞过去那种“高、大、全”那一套，而是

要典型合时代之拍，顶时代之天。时代造就典型。在群众中有影响，成为人们学习榜样的典

型，都具有时代特色，反映时代精神。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时代特点，需要有与时代特点相

适应的典型来弘扬时代精神，发挥示范作用，鼓舞人、激励人、教育人、启迪人。所以，典型

报道，尤其是重大典型报道，就应紧紧把握时代的脉博，与时代同频共振，敲在时代的弦上，

扣响人们的共鸣点。然而，我们有些先进人物报道，却写成了人物年谱、人物传记。洋洋几千

言、上万字，却看不出先进人物的新思想、新观念、新事迹，看不出对时代的新贡献。这样的

没有时代感的典型报道，在人民群众中难以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感召力，起不到为时代开路引

航、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新闻记者要报道出具有时代特征的先进典型，需要有一双慧眼，这

双慧眼就是要下工夫研究时代、分析时代。研究分析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大方向、主旋律；研

究分析在这个时代背景下群众的情绪和思想动向；研究分析解决哪些主要矛盾才能促进人们解



放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伐，促进时代前进和社会进步。对这些问题研究分析透彻了，就能

够发现和报道出具有强烈时代感的既有突出个性，又带有普遍意义的先进人物。 

       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领导干部的典型引导用以激励各级领导

者经受改革开放和各种利益诱惑的考验。“90年代的焦裕禄—孔繁森”回答了这个问题。《人

民日报》对孔繁森这个典型的挖掘和宣传在如何使典型体现时代精神上对于我们具有很好的启

迪意义。孔繁森是多少年不见、怎么宣传都不过分的典型。但从何处着笔，怎样定位和确立主

题，使他一推出来就产生强大震撼力? 可以说采访记者是花了一番心血的。他把孔繁森定位为

“90年代的焦裕禄”，并确定了“领导干部的楷模”这样一个主题，可以说这个主题、这个定

义使这个典型真正顶天立地站起来了。文中对主人公漫长的人生经历加以高度浓缩和提炼，重

墨于他一切听从党召唤的坚强党性，一切为人民的公仆精神和一切服从大局的博大胸襟。在

《人民日报》一版头题显著位置发表后，立即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各级领导干部中产生了振聋

发聩的巨大反响。从孔繁森的身上，反映出了改革开放年代党的领导干部形象的特征，具有震

憾人心的新鲜活力。 

       可以说让这一典型在伟大时代背景下真正地站立了起来，如同雷锋、焦裕禄一样活在

了人们的心中。 

       ３、典型要“落地”，要使典型可敬、可近、可亲、可学。 

        典型是人，不是神，我们讲“顶天”是讲要使典型体现时代精神，让典型在时代大背

景下立起来。典型的“党性”与“人性”不是矛盾的，应该统一起来，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

不然的话，典型就要悬在半空，落不到地上，就会给人一种将典型置于一个超时代、超现实、

超社会、超大众的环境中，应该让典型从群众中来，从普通的生活中来，也就是说典型要有群

众基础、有坚实的土壤。 

  先进人物也是社会中的一员，是普通人中的先行者，必然与周围的群众发生这样那样的联

系。先进人物之所以能够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从根本上讲，离不开广大群众的支持、关心、

帮助和理解。离开了群众，先进人物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在报道先进典型时，要正确处理先

进人物与群众的关系，正确揭示先进人物取得辉煌成绩的内因和外因，让红花有绿叶扶持。可

是，我们有些记者在报道先进典型时，往往忽视了群众，不是认为群众这个“水”涨了先进人

物这个“船”才能高出水面，而是认为群众这个“水”落了先进人物这个“石”才能露出水

面。于是，为了表现先进人物思想解放，就把群众写成观念十分陈旧；为了突出先进人物无私

奉献，就把群众写成自私自利，甚至把群众的智慧写成是先进人物一个人的创造，把集体的功

劳记在先进人物一个人的身上等等。不是让先进人物和群众相互衬托，相互辉映，而是把先进

人物与群众截然分开，对立起来。这样的报道，人为地制造了先进人物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实

质上是贬低和损害了人物形象，也无益于先进人物自身的成长和进步。 

  新闻记者要避免和杜绝在先进人物典型报道中的拔高现象，就要站在群众的角度，用辨证

唯物主义的方法，审视、分析先进人物的思想和行为。要转变先进人物的形象必须是“高、

大、全”的观念和思维定式。先进人物也是平常人，身上有优点，也有缺点。只要抓住先进人

物思想和行为上的闪光点进行报道，就能够反映出先进人物的先进性了，切不可把一切光环都

加在先进人物身上。先进人物的成长也有一个过程，其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在报道时不能有

意回避这个过程，把先进人物看成生来就是完美无缺的。先进人物的性格也是复杂的，也是时

时处处都在正面与反面、肯定与否定、积极与消极、美与丑、善与恶两种心理、两种审美观点

互相对立、互相斗争、互相渗透、互相制约之中，不能片面强调先进典型性格的统一性和完美

性，把先进人物当成圣人来描述。全面地、立体地看待先进人物，实事求是地报道先进人物，

就会使人看起来觉得更真实、更亲切、更感人、更可亲可敬，是群众中的先进代表，值得学

习，也能够坚持。前一段中央电视台对军嫂韩素云的系列报道，对徐虎的报道，可以说是有血

有肉的，反映了这些典型一些生活细节，内心世界，觉得典型是真实的。因此说典型选材需要

 



提练，但不是提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细节可能会让人感到典型是可信的，不是假的，是一个

真实的人，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意的人，不是一个怪物，不是一个超时空、超时代的人。

这样才能使典型更具魅力，也会更有学习价值。    

 

        ４、典型确定要合中心、合大局。 

        新闻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无论报刊杂志，还是广播电视的典型报道，必须从一

定时期党的中心工作对新闻舆论的要求来确定，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典型的导向作用。抗洪抢

险是当前全国的头等大事，他需要的是为了保卫人民生命财产，为了战友的生而不怕牺牲自己

的高建成这样的典型。中央几家新闻单位进行大密度的宣传，如果这个时候推出一个其他方面

的典型就很不合时宜，与大局背道而驰，是分散舆论，而不是聚合舆论，这也是不允许的。 

        ５、典型数量要适度。 

        典型选择要有代表性，不能同类典型搞得太多。今天一个，明天一个，眼花缭乱，典

型多了也就没有了典型意义。典型报道从实际社会效果看，只宜少而精，不可多而滥。因为一

个典型的树立，观众、听众或读者了解、注意、接受、敬仰、学习要有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如

果这个过程和时间间隔太短，典型就很难在群众心中活下来。树典型就像种庄稼，不同层次的

典型要不断推出但应该保持一定的“株距”，过密就会太弱，典型寿命就短，就产生不了典型

的振撼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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