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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本人多年来主讲在新闻大家族中唱主角的消息写作课程，所使用的教材也曾多次修改出版，
此次出版是在《消息写作教程》的基础上，从内容和观点上作了些新的更新和增添，力求从新闻改革
实践中，在消息写作这一文体上，总结一些新的经验，探讨一些新的规律，编写出一本既有中国特色
，又具有时代特色；既有传统科学的规律，又具有富有生命力新的观念、切合时代需要的消息写作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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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章 消息概述　第一节 消息及其特点　　一、什么是消息　　二、消息的特点　第二节 消息
的地位和作用　　一、消息是新闻报道的主角　　二、消息的作用　第三节 采写消息是记者的基本功
　　一、消息是记者的“常规武器”　　二、消息写作最能反映记者的水平　　三、消息最集中最鲜
明的体现了所有新闻体裁的本质属性和写作要求　第四节 消息体裁的产生　　一、消息体裁的萌生　
　二、消息体裁的形成发展第二章 大体须有——消息写作的基本要求　第一节 迅速及时　　一、消
息写作为什么强调迅速及其时　　二、怎样做到迅速及时地报道新闻事实　　三、旧闻“新鲜化”处
理　第二节 新鲜生动　　一、内容新鲜　　二、写作形式生动吸引人　第三节 简短明了　　一、消
息为什么要求简短明了　　二、怎样做到消息短明了　　三、要搞清几个关系　第四节 用事实说话　
　一、消息灰什么强调用事实说话　　二、怎样用事实说话　　三、事实与议论　　四、消息不用事
实说话的主要表现第三章 成功关键——选好消息题材　第一节 消息的题材与主题 　　一、消息题材
与消息主题的关系　　二、写消息必须明确或提炼主题　　三、努力提炼新鲜深刻的主题　第二节 两
个价值是消息选择题材的标准⋯⋯第四章 凤头开端——消息的导语第五章 猪肚豹尾——消息的主体
与结尾第六章 烘云托月——新闻背景材料的运用第七章 不拘一格——消息的结构形式第八章 恰如其
分——新闻语言的特点第九章 五彩缤纷——消息的种类及写作（上）第十章 五彩缤纷——消息的种
类及写作（下）第十一章 声情并茂——广播消息第十二章 声态并作——录音新闻第十三章 形声兼备
——电视新闻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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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消息的“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快上。
反之就是“明日黄花”，失去时效，则成为历史。
西方称新闻只有一天的生命。
西方新闻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今天的消息是金子，昨天的消息是银子，前天的消息是垃圾。
”可见新闻的快与慢，直接影响其质量的优劣、生命的存在与否。
　　第二，新闻要求迅速及时，是广大受众对新闻的迫切需要。
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如果新闻时效不强，就无法满足市场经济瞬息万变的需求，
也无法跟上人们生活的快节奏，会直接影响到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
同时受众有“先睹为快”的心理，比如，我们新闻界对每次党代会和人代会的报道，均迅速及时地反
映大会的新动态、新决定、新精神，满足了大家的要求，赢得了国内外的好评。
由此看出，能否将新闻事实迅速告诉受众也是群众观念强不强的依据。
　　第三，新闻要求迅速及时，也是新闻竞争的需要。
新华社有名的驻外记者黎信说：“国际新闻竞争主要有两条：一是争独家新闻，二是争时效_o”参加
奥运会报道的记者对此均有深刻体会，他们说报道奥运会的激烈竞争，不亚于运动员赛场上的竞争。
在国内，随着经济竞争的日趋激烈，也带来了反映社会的新闻激烈竞争。
“文革”后，在全国开展的各种类型的新闻作品评奖，实质上就是竞争。
而在评奖的条件中，均把“时效”作为主要条件之一。
评选中，经常遇到参评新闻题材不错，有较高的新闻价值和宣传价值，写作技巧也有特色，然而就是
因为时效性差，有的或被淘汰，或降低等级勉强人选。
　　二、怎样做到迅速及时地报道新闻事实　　1.要有很强的时效观念　　时效观念强，是保障新闻
迅速及时的最根本的一点。
过去我们的新闻慢，外国人曾讥讽我们的报纸没有新闻，其主要原因是我们的时效观念不强。
这些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强调知识化和专业化，我国新闻界加强了新闻理论学习
，编辑、记者的时效观念不断增强，有不少新闻在快上博得了广大群众的赞扬。
但是也有不少同志时效观念还比较淡薄，那些没有时间要素或“慢三拍”的新闻，或“最近”、“近
来”“前不久”等笼统时间概念的新闻，仍屡见不鲜。
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记者以及其他新闻工作人员都要增强新闻的时效观念。
新闻，必须迅速及时地向人民报道国内外重要消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成就、新人物、新
经验。
不讲究时效，采写不及时，“活鱼”就会变成“死鱼”，就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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