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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写作表达阶段，记者按照内心构想来选词择句，有形之物尽绘其形，舍声之物尽现其声。
或者沿枝搜叶；或者顺水寻源；或者由隐渐显，层层递进；或者从易到难，步步深入。
有时灵感袭来，如猛虎长啸，百兽驯伏；有时佳句泉涌，似蛟龙出水，海鸟惊飞；有时辞意贴切，易
如注水；有时辞意不合，难似坐火。
整个过程要清心聚念，凝神思考，梳理万绪，诉诸语言，将天地收纳于内在形态之中，将万物措置于
纸笔之间⋯⋯　　记者进入手脑并用阶段，逐渐克服、弥补内孕阶段那些模糊不定之处、疏漏矛盾之
点、不够圆合之节、尚欠连贯之脉这是将内孕继续完善、深化和发展的阶段，是记者逐渐强化对内在
形态的感受和把握的阶段他将在这个阶段揭示出事件的谜底，刻画出典型的新闻形象，描绘出多彩的
画面，展示出错综的矛盾⋯⋯最终完成他的写作意图。
　　“你”导语是一种新颖别致的导语类型，西方新闻界称之为“第二人称导语”，使用中常常获得
独特的效果。
这种导语根据读者的阅读感应心理，设计导语时别出心裁地使用“你”字。
往往会使读者内心为之一动。
因为对于受众个体而言。
听到或看到这个字，就意味着是“我”，记者报道的或许是与“我”有关、“我”正想知道的事实，
于是备感亲切，关注程度也随之加深。
　　交代消息来源，并不是微不足道的细节，更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
它关系到一篇消息作品是否完整，消息写作是否科学规范。
这不仅仅是种写作技巧，更反映了一种写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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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抓住新闻事件中有特点的细节，使消息富有情趣。
　　日常报道中，有关政治、经济、科技等严肃题材的消息，容易写得古板枯燥，但一旦包含有令人
关注的细节或现场情景，便使人读来津津有味。
　　如德国《星期日图片报》刊登的一则关于“会说话的轮椅”的报道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报道说，为了帮助既不能说话又不能写字的重度残疾人的生活，两名特教教师在信息专家的指导下研
制出了一种新的联络系统，叫作“阿拉丁”。
26岁的耶尔格·布洛是一位痉挛病人。
他的轮椅安装上这种新的通讯设备后就能讲话了。
固定在轮椅上的是一台2.5公斤重的个人电脑。
在屏幕上可以看到10种信号：吃饭、饮水、大小便等等。
这些信号以3秒钟的节奏发出。
耶尔格缓慢地将上身向前移动几毫米，用嘴触动一根棍儿，这时，光点正好停在想要的信号上，一个
声音说道：“我饿了。
”然后，光点通过新的信号再次出现在荧光屏上：面包、酸牛奶、乳酪、煎肉排等等。
耶尔格又按了下信号按钮，发出一个声音：“我想吃一块乳酪面包。
”就连残疾程度最严重的人都能通过睫毛的颤动（通过红外线）或对膜片轻轻呼口气来操作这套通讯
系统。
　　这则消息中，耶尔格·布洛使用“会说话的轮椅”的细节、场景非常形象真切，把科技报道写得
引人人胜。
　　2.用活泼的形式　　消息中的人和事，都是有形可感、有物可托的，是可以用文字表现得逼真形
象、活灵活现的。
为增强消息的可读性，应在写作技巧上精益求精。
　　（1）使用描写手法。
消息要形象化、“镜头化”，使读者感到听之有声，视之有形，尝之有味，触之有感，嗅之有香，可
以使用人物描写、景物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等手段，达到可读的效果。
　　（2）借用修辞手段。
运用修辞，或比喻，或拟人，或双关，哪怕一字一词，运用得妙，就能把消息写“活”。
活了也就可读了。
　　（3）巧妙安排结构。
在写作结构上讲究曲折紧凑，有张有弛，有抑有扬，烘云托月，动静交错，波澜起伏等，使消息写得
错综见意、曲折生姿，令人爱不释手。
　　（4）语言新鲜活泼。
消息语言有独特的要求，这将在本书第四章中详细论述。
生动活泼的语言具有很强的感染力量，是增强消息可读性的不可缺少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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