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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记者是一种全天候的职业。
一个出色的记者，更要使自己处于这样的临战状态:不论何时何地，只要发现了有价值的新 闻线索，
就要立即出发，奔赴现场或寻找知情者，就要以最快 的速度采写出新闻报道来。
     火热的现实生活，是优秀新闻作品的源泉和基础，提倡记 者下“笨功夫”目的是要使记者置身于社
会生活的长河里，观 察生活，认识生活，知其缓急，知其冷暖，知其深浅，不断从这长河中摸出“鲜
活”的“大鱼”来。
记者的主课是社会实践， 记者的主舞台是一线的社会生活。
     记者如果拥有强烈的独家新闻意识，就会是一个非常勤奋 和敏感的人。
勤奋是第一位的，没有勤奋这一条，记者就不可 能游进社会生活的海洋，也就不会从这浩瀚的海洋中
捕获新闻 线索。
     新闻记者，植根于社会，服务于社会，奉献于社会。
这就 要求记者有时刻忘我的思想境界。
记者碰到了新闻，不论何时 何地何种情况，都不应当放过采写机会。
     一个记者听到赞誉比听到批评容易，因此，记者就要“头 脑清醒”，就要善于对自己的新闻作品“
横挑鼻子竖挑眼”，不 断查找不足，使自己今后长久受益。
 记者远离火热的现实生活，是很危险的，因此可能失去 “发现”新闻的能力。
“发现”的基本功，说到底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
新闻在现实生活的激流中，记者只有进 入其中，才能发现它们。
     记者“走四方”，走马观花是一种走法，脚踏实地又是一种走法。
有经验的记者，会在“走四方”中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切有价值的新闻都不会从耳边、从眼底、
从手中逃走。
    新闻记者是在新闻实践中锻炼成长的，实践的过程，是社 会阅历和经验不断积累的过程，也是新闻
采写水平、新闻作品 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更是新闻素养由“感性认识”到“理性 认识”不断升华
的过程。
    新闻在哪里?如果说它是藏在深山里的矿藏，记者则是深 山探宝的矿工。
从丰富的矿藏到金银铜铁锡等诸般矿产品，要 经历挖掘的过程、筛选的过程、冶炼的过程、铸造的过
程。
    新闻记者，须早起、早醒、早知，只有知道的早，知道的快，知道的多，才能胜任这项工作，而一
知半解、似懂非懂就 会误事。
“一桶水”是非常必要的，而“水”就在火热的生活里，在大千世界里，在科学和知识的海洋里。
“深水不响，响水不深”。
新闻工作者，一生都是生活在人民中的学生，一生要不停地丰富自己，一边一瓢瓢地向外舀水，一边
要不断地补充水源，永远保持一定的“蓄水量”。
     我们的笔，我们的话筒，我们的镜头，记录着我们国家的日益强盛，记录着人民的日渐富裕，也记
录着新闻工作者的一种职业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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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庹震，1959年9月生于河南省方城县，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现任《经济日报》总编辑，高级
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曾多次获得中国新闻奖；1984年10月被评为首届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1995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
殊津贴；2002年获范长江新闻奖。
著有《蓝天下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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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辑  记者感悟  全天候记者怎么当?   “先天素质”与“后天修炼”   采访要“访”记者要“记”   “
阅历问题”   “定位”的价值   “十八般武艺”从何而来?   应该拥有什么样的“交际圈”?   如何当读
者?   新条件下的“笨功夫”?   “记者亲历”带来了什么?   法规意识有多重要?   学会“逛商场”   文字
功底的衡量标准   要学会说“大白话”   告别纸笔之后   独家新闻意识   留神“苗头新闻”   “看到了”
，还要“看得深远”   当你成为“当事人”的时候   要学会控制“情绪”   要善于积累“失败教训”   
“发现”的基本功   记者的“编辑观点”   缘何“走四方”   记者感悟六则   微言不浅   “跳出”新闻认
识新闻   收获在这片热土   伟大的凡人   职业&#8226;事业&#8226;敬业 第二辑  采写技巧  浅说表扬与批
评的艺术   人物特写和人物通讯中的“细节”作用   消息写作莫忽视了“细节”   深度报道的“点”与
“面”   新闻报道的“点”与“面”   批评报道的几种基本形式   社会新闻和经济新闻各自的“优势”  
体育报道中的“经济眼”与“经济味”   新闻报道:数量&#8226;质量&#8226;分量   注意“小事”背后的
“大问题”   消息:要多拉快跑   社会亮点和新闻亮点   “感动自己”与“感动别人”   经济新闻写作要
有自己的“百宝箱”   掌握“事后比较”的窍门   批评报道要注意掌握“证据”   采写预告性新闻的要
点   “疑问叙事式”特写的“特征”   注意抓“公共场所新闻” 第三辑  问号答疑  舆论监督的舞台有多
大?   “一线”的报道怎样多起来?   编辑的眼睛为什么会发亮?   “新闻脑”为什么不能“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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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辑　记者感悟　　全天候记者怎么当　　记者是一种全天候的职业。
一个出色的记者，更要使自己处于这样的临战状态：不论何时何地，只要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
就要立即出发，奔赴现场或寻找知情者，就要以最快的速度采写出新闻报道来。
这是基本的道理。
可惜的是，现在我们的一些记者，不仅做不到这些，甚至做不到最起码的灵敏和勤奋，即便在“上班
”的8小时里，也没有进入应有的工作状态，一年到头写不出几篇像样的新闻报道。
这种现象很值得注意，也应引起我们的深思。
　　笔者曾经到《中国青年报》参加一个职称评审会议，会上听到了一件事：该报一位驻站的记者向
社会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并对社会承诺：手机24小时打开，社会各界都可以向记者反映和提供新
闻线索。
这个记者的诚心，打动了人们，赢得了人们的信任，也获得了一个又一个有价值的新闻报道线索，写
出了不少独家新闻。
听到这件事，联想了很多。
他做的事，听起来也不难理解，一是为了建立一种记者与社会的紧密联系，二是表明了记者的“临战
意识”。
但就是这样的看起来是记者应有的一种做法，我们的不少记者现在却没有做到。
　　记者向社会公布自己的手机号码，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做法。
这样做的意义是很大的。
新闻记者不能远离社会生活。
不仅如此，还必须扎根于社会生活。
火热的现实社会生活，是优秀新闻作品诞生的源泉。
记者新闻事业的成功，离不开社会生活这个源泉。
一旦记者“双脚离地”，就立刻会失去对新闻的知觉和敏感，所写的新闻报道也就会缺乏鲜活的生活
气息，就会不受欢迎。
记者向社会公布手机号码，象征着新闻工作者与社会生活之间的鱼水关系。
鱼是不能离开水的。
现在有的记者，认识上出了问题，不是千方百计去贴近现实生活，去贴近群众，而是将采写新闻报道
的渠道寄希望在新闻发布会和材料堆里。
这些记者离开了各种会议和材料，就写不出新闻作品。
这当然是很不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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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闻在哪里？
如果说它是藏在深山里的矿藏，记者则是深山探宝的矿工。
从丰富的矿藏到金银铜铁锡等诸般矿产品，要经历挖掘的过程、筛选的过程、冶炼的过程、铸造的过
程。
 新闻记者，须早起、早醒、早知，只有知道的早，知道的快，知道的多，才能胜任这项工作，而一知
半解、似懂非懂就会误事。
记者须植根于社会，只有大众所求，才能写出动人心弦的好作品。
一个记者听到赞誉比听到批评容易，因此，记者就要“头脑清醒”，就要善于对自己的新闻作品“横
挑鼻子竖挑眼”，不断查找不足，使自己今后长久受益⋯⋯记者还应具备哪些先天素质和后天训练？
答案就在这本《怎样当记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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