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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不少媒体以娱乐至死、泡沫横飞、语不惊人死不休为核心价值取向的年代里，吴国辉先生捧出
了《恕我直言》这本书。
这是一位新闻人执著追求的记录，独立思考的结晶。

　　吴国辉先生在进入新闻行业之初，就有意识地保持着独立思考、不断总结的习惯，每日三省吾身
，并写下了丰富的评报笔记、新闻博客和论文。
收在这本《恕我直言》中，就是日常思考与总结的结晶。
尽管他一直自谦这些文字都是随手所写、随感而发，但倘若静心阅读，就会发现其中正浸润着一位职
业新闻人的新闻理想、新闻态度以及人文坚守。

　　一直以来，很多人对于新闻实战总有一种刻板成见，认为实战无非只是“术”的运用与延展，缺
少“学”的深邃与高度。
“新闻无学”论调更是一度甚嚣尘上，将理性思考拒之于新闻实践的大门之外。
而这本书，或许可以从另外一个层面，对“学”与“术”的关系作出回答。

　　通读全书可以发现，吴国辉的思考并非仅仅着眼于自身所经历的新闻实战、所服务的新闻媒体，
而是站在了新闻职业精神和媒体未来命运的视角，高屋建瓴，对新闻的运作、规律、内在规定性、人
文底色等做出了独特而深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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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国辉，网名“梦笔生”：高级编辑。
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
自1996年5月调入新安晚报后，一直在一线从事采编工作。
共发表新闻作品百万字，有10多篇新闻作品获安徽新闻奖、中国晚报新闻奖和中国省级晚报（都市报
）新闻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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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做一名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新闻人
上编 新闻观察与态度
　媒体需要成熟的“原声”
　当新闻成为“死信”
　我监督故我在
　到底要记者跟什么保持一致
　记者群落里的“掮客”
　媒体的非理性表现
　学院“新闻”和媒体“新闻”
　新闻学院的学生为什么越读越糊涂
　加上记者名字，丢了记者人格
　政府要主动给媒体提供新闻线索
　这是一个需要勇气的传媒时代
　都在“海吹”
　让我们相互关怀
　伤害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发生
　做一个心中无憾的新闻人
　媒介情感和人文关怀“底线”在哪里
　媒体“道歉机制”的疑惑
　新闻的“四重境界”
　守住你的独立精神
　媒体为何互唱“反调”
　你清楚该问谁吗
　媒体在新闻博弈中的角色
　换个角度看“公路晒粮”
　抢与不抢
　报纸为什么“阳痿”了
　反舆论监督之“扣帽子”
　反舆论监督之“找上面”
　反舆论监督之“告黑状”
　反舆论监督之“封杀法”
　反舆论监督之“软对抗”
　反舆论监督之“屏蔽术”
　为何不给记者颁奖
　假新闻与错新闻
　不要“伪发言人制度”
　新闻为何泡了
　不如改成“中国宣传奖”
　“无过错合理怀疑”能成为“福音”吗
　到底拿什么感动读者
　不可或缺的是爱心
　报业集团不是“多子多福”
　谁还会向“一财”表示尊敬
　言和可以，但真相不容模糊
　一起小事故缘何传成“大爆炸”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恕我直言>>

　他们“拒绝”了什么
　梦笔生花，非新闻为何炒成了新闻
　记者是什么？

　为何守不住“新闻贞操”
　媒体首先要考虑对社会大众负责
下编 新闻实战与主张
　平衡报道，让“双方”都说话
　完稿后再看两遍
　标题还是要有点“味道”
　眼睛永远要朝下
　“抢新闻”必须天天讲
　跑机关的“机关”
　到现场，抓活的
　挑选“精细粮”给读者
　新闻衍生和延伸
　拼质量，不是拼版面数量
　构建自己的“资讯源”
　我们为什么没有拿下“眼球”
　不能让对手击中我们的点数太多
　故事性和故事化真的很重要
　将独特的新闻强化出来
　不要“雷同”
　不要漏失有价值的新闻点
　新闻策划要注意哪些基本原则
　做独特新闻，需要什么样的能力？

　可读性差和同质化，如何才能避免？

　媒体公信力，到底来之何处？

　新闻价值从哪儿入手判断
　采访伴随着心灵的洗礼进行——采访“摩芋大王”何家庆的前前后后
　金融危机背景下大学生就业报道实战和体会
　从一双眼睛到一场行动——大型公益活动“阳光天使行动”回顾
　明天我们还有水喝吗？

　请老外来家过大年
　邀市民当一天记者
　“重大主题”的晚报化尝试——80版《崛起》专题报道前前后后
　我们的努力方向
　新闻取向、报纸风格、记者尊严及其他
　有什么样的采编管理体系就有什么样的核心竞争力
　五报考察手记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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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记者的提问来看，看不出有任何不妥之处，但这位官员为何反以要记者“承担责任”进行威胁
呢？
原因显然是记者在这个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没有按照他们设置好的内容进行采访提问，没有和他们保
持一致。
　　我敢说，这位官员对记者提问的过度敏感，在大多数官员中已成一种通病。
在有些政府官员看来，媒体必须服从于他们的意志，他们片面地将“要帮忙、不要添乱”曲解为媒体
必须“要听话、要一致”。
　　源于同样的观念和认识，今年11月份，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了一件更令人不可思议的事。
他们已不是停留在口头的“责难”和“威胁”上，而是以文件的形式对不听话的媒体和记者下了“封
杀令”。
　　据报道，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向全省各级法院下发通知：分属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三
大报业集团6家报社的6名记者，一年内将被禁止到该省三级法院旁听采访案件的庭审活动。
“封杀”的原因是，今年11月7日、11日，6家报社分别从不同角度报道了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在审理
的一宗离婚财产纠纷抗诉案。
理由是记者妄加评论和“法院未判，记者先判”。
　　何谓“法院未判，记者先判”？
该省有关方面和省高级人民法院于6月份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采访报道法院审判案件活动的若干规
定》让我们看出了他们真正的用意。
文件规定：已经公开宣判的案件，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省级以上（含省级）新闻单
位采访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的审判活动，必须经省法院新闻办公室审查批准，等等。
　　按他们的说法，这个“规定”是为了维护法院的公正形象，提高法院的公信力。
其实，一句话，就是想方设法让记者与法院保持绝对一致。
保持一致也未尝不对，但假如法院发生了错判，假如有法官枉法，假如有行政干预司法公正等，也得
让媒体保持一致吗？
　　因为这个规定本身涉嫌越权和违法，有专家对该省法院牵头制定这样内容的规定很不理解，而我
很不理解的却是，它为什么竟然敢于拿出这个涉嫌越权违法的东西以示世人？
这不仅值得中国新闻界关注，更值得中国司法界关注。
因为这样的“封杀令”不仅会对新闻报道产生消极影响，而且对司法改革进程也有消极影响。
正如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先生所说：“它将进一步损害法院的公信力。
司法权力本身是说理的权力，而不是专横的权力，如果用专横来对付舆论监督，效果将适得其反。
”　　其实，我还可举出很多的例子。
或许是我们已习以为常，或许是懒于较真，或许是逃避现实，许多类似的例子都只沉淀在我们的记忆
中，并没有触发我们做更多的思考。
但看到今天早晨lO时2。
分手机上一条“刘涌被改判死刑”的消息后，脑子里又忽然冒出这个问题来。
　　从2000年7月刘涌案发到三年后刘涌被终审判决，舆论和公众对刘涌案的关注一刻也没有停止。
8月15日，刘涌被改判死缓之后，舆论大哗，不仅网络上爆发了各种形式的争论，一些传统媒体也连续
对此质疑：刘涌改判死缓的法理依据是什么？
是不是仍然有后台为刘涌撑腰？
如果罪孽深重如刘涌都可以不死，那么死刑留给谁用？
　　“刘涌被改判死刑”是1949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对一起普通刑事案件进行提审，而这一决
定正是在公众对刘涌一案的二审判决结果普遍表示质疑的情况下做出的。
如果当初媒体与辽宁省高院的终审判决高度保持一致，像广东省高院规定的那样，对已经公开宣判的
案件，“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那我国最高人民法院能够第一次对一起普通刑事案
件进行提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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