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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们说，年纪大的人爱忆旧。
我现在有了切身的感受，而且这种情感，犹如香山的红叶，秋愈重而色愈炽。
我于2001年5月退居二线，有时对在职的从业人员讲，你们在创造历史，我在回忆历史。
虽不尽然，但却是事实。
《新闻背后的故事：我的亲历实录》所集纳的是笔者40多年在不同历史时期所经历的一些重大宣传报
道的真实记录。
所谓重大宣传包括重大节日、重要活动、重大事件等，是新闻报道最有特色的一部分。
我1940年出生在山东省肥城市城上村。
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太多的历史变迁。
我这个人很幸运，从旧社会走进新社会，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文革”走向改革开放，生活在一个伟
大变革的时代，一个中国从贫穷走向富强的时代，经历、目睹了几十年的巨大变革；我从学生时代就
喜好新闻，在大学学新闻专业，从1964．年开始，40多年一直在中央新闻单位工作，如愿以偿。
概括地说，在我的新闻工作生涯中，前后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1964年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后
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后近30年，从“文化大革命”前到改革开放初期，搞对内广播新闻宣
传工作；二是1993年被调到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工作，同时兼管中国外文出版发
行事业局，前后8年多，做对外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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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闻背后的故事：我的亲历实录》作者曾先后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
副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外交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等职。
《新闻背后的故事》集纳了作者对40年（1960年代到21世纪初）新闻宣传工作中一些重大新闻事件的
回顾记述，多是这些宣传报道的过程和细节，是公开新闻报道背后的故事，鲜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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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正泉，1940年6月生，山东省肥城市城上村人。
1964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先后担任编辑、记者，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宣传小组组长，国际部副主任、主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总编室主任、台长助理、副台长、
台长、分党组书记。
高级编辑，享受政府特别津贴。
1993年调任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兼任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
长、党组书记。
党的十五大代表，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十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常务副
会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武汉大
学新闻系兼职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著作有《我与广播》、《书刊外宣散论》等书。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闻背后的故事>>

书籍目录

第一篇　悲痛交集的治丧活动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压制治丧
报道朱德委员长逝世时的广播陈毅元帅逝世的报道胡耀邦逝世的广播宣传第二篇　特殊年代的特别报
道中央电台紧张播出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纪实横祸丛生：“九大”报道与文艺风波林彪叛逃
之后的宣传报道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毛主席指示全文广播57国代表发言一段奇特的体育实况转
播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与中美建交宣传报道纪实中央电台战备广播方案录播毛主席词二首中央电台在
唐山大地震中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电台关于耿飚进驻中央广播局几个疑点的考证第三篇　重要新
闻的重大突破国庆宣传与国庆35周年联欢晚会实况转播重大改革：“十三大”报道的开放性空前开放
：七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报道与时效竞争惊天动地的“导弹新闻”澳星未能升空之后
记第十一届亚运会的策划与报道中央电台的初期改革与广播理念“五一”活动与宣传报道的演变中央
电台的新年钟声和元旦祝词由衰而盛话春节广播宣传第四篇　激流纵横的对外宣传“99《财富》全球
论坛·上海”纪实北京申奥与对外宣传精彩的陈述报告中国网络媒体的初期建设中国第一次国际人权
研讨会与宣传报道张纯如和张纯如铜像第五篇　豁目开襟的国外见闻第一次出国访问的困惑采访阿富
汗抵抗组织和难民营的经历赴美国考察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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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悲痛交集的治丧活动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　　我主持中央电台毛主席治
丧活动的宣传，所有节目必须全部更换，下午4点播出了《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书》，震惊
国内外，“似乎地球停止了转动”。
悲痛中又发生了把“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错播成“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的大差错，无疑
是雪上加霜，悔恨与压力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
18日中央电台向全国、全世界转播“追悼大会”实况，更是“前无古人”，紧张得令人窒息，我站在
话筒前双腿瑟瑟发抖。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主席逝世。
一颗巨星陨落了！
　　从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了毛泽东主席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
这是我从未遇到过的一次重大宣传报道，是中央电台历史上一次空前的重大宣传，也是一段历史。
把这一历史性的治丧活动广播宣传报道的过程和细节如实地详细地记载下来，并借此让我们的读者从
中了解中央电台工作的某些情况，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凌晨　噩耗传来　　9月9日凌晨5点多钟，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急忙抓起话筒，
传来了中央广播事业局总编室值班员的声音：“有急事，请你马上到局长办公室！
”　　放下话筒，我的心怦怦直跳，有一种不祥之兆袭来：又发生了什么大事，竟然等不到天亮呢？
这种闪念并非偶然，1976年突然发生的大事也太多了：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曰朱德委员长逝
世，7月28日发生唐山大地震⋯⋯一件接一件，今年以来，中央电台的领导白天黑夜没有离开过办公室
。
这一次会是什么事呢？
　　我急匆匆地到了局长办公室，局长邓岗不在，有几位副局长坐在那里，低着头一言不发，见此情
景，我怔住了，目光扫着每个人的脸，想竭力寻找出某种答案。
过了一会儿，一位副局长抬起头来，声音低沉而沙哑地说：“告诉你一个极其不幸的消息，我们的伟
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
”他说不下去了，一阵沉默，沉默中有啜泣声。
　　“啊！
”我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周身的血液像凝固了似的，木然地站在那里，泪水顺着面颊流下来，
直接的感觉是天塌地陷，全国的混乱局面谁来收拾？
中国的未来⋯⋯。
脑子里又快速地回顾过去：听说“九一三”林彪叛逃以后，毛主席几天几夜没合过眼，得了一场重病
。
从那以后，看得出毛主席明显衰老了；1972年2月21日，毛主席会见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起坐要
有人搀扶着，他说自己老了，腿脚不方便了，快去见马克思了。
叫人听了心酸的这类话后来又说过多次；1973年，听说毛主席有眼病，周总理再三叮嘱摄影记者拍片
时灯光不要太强，不要冲着主席打灯光，为此还专门成立了拍摄毛主席活动的摄制组；不久，又内部
正式传达，以后毛主席不再出面会见外宾了。
我记得，1976年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时，大家盼望着毛主席能突然出现，向
亲密的战友告别。
追悼大会推迟了近10分钟，却没有见到毛主席的高大身影。
这些不祥之兆曾经不断浮现出来，但总不敢多想，不敢深想，只是暗暗担心，万一⋯⋯谁想到，这可
怕的“万一”成了现实。
　　“毛主席是今天凌晨去世的，”那位副局长说，“中央已发了内部通知，先给各地和一些单位打
招呼。
你知道就行了，先不要往下传达，要绝对保密，但要做好报道的准备工作。
邓岗同志到中南海开会去了，具体安排等他回来再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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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出局长办公室，紧张思索着：“这事情太大了，又要做好台内的工作，又要准备报道，这
怎么办？
不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回到办公室，我坐立不安，还是打电话把副台长张冬兴叫来了。
台长杨祚铭因患眼疾在家休息，当时台里只有我们两位副台长主持工作。
我们二人商议，必须尽快告诉台长，请他来主持工作。
在等待台长时，看到了中央的通知。
通知中说，毛泽东主席是因心脏病医治无效，于9月9日零时10分去世的。
通知要求各级领导坚守岗位，坚定沉着，不要惊慌失措，要化悲痛为力量，做好工作。
　　保密　关起门来做预案　　保密，必须绝对保密，如果走漏风声，不仅让他人抢发了消息，也许
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
保密，又必须争取时间做好播出前的准备工作，怎么办？
只好由我们三人关起门来制订宣传的预案。
　　也许有的听众和读者对中央电台的工作还不了解，有的人认为电台的工作很简单：一个男播音员
，一个女播音员，念念稿子就行了。
至今有的听众，甚至某些领导还持这种看法。
其实，这并不奇怪，隔行如隔山，我在未接触广播之前，也是这么想的。
就是电台的工作人员，熟悉其中的一部分工作，也未必知道全貌、全过程。
　　电台的工作头绪繁杂、紧张，但有规律。
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积累、总结、提高，许多方面逐步形成了一套切实可行、成文或不成文的规
定，如遇有重大节目、重要活动和会议等，虽然还没有上级的布置和要求，但有以前的经验可借鉴，
有过去的规章可遵循。
当然每一次都不是简单的重复，又必须依据实际情况而变动。
关于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逝世以后治丧活动的报道，都有一定的规格要求。
但这一次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自然是最高规格、特高规格，高到什么程度？
无先例可借鉴，无规定可遵循，只能参照过去的某些做法，尽可能以最高规格来安排。
那么，应该如何安排，应该处理好哪些关系呢？
我们三人冥思苦想。
　　播好讣告。
讣告即是报丧的信息。
这是首要的，如何播好？
过去凡重要文章的播出，大体经过这么几步：拿到稿子后，领导和播音员一起领会文章的内容和精神
，明确重点和新的内容；分析段落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确定播音基调，不同内容、不同对象
的重要文章，播音的基调、语气、速度是不同的；然后进播音室录音，安排播出。
播出讣告则更为复杂，难度更大。
讣告的内容由中央定，我们的任务是播好、录好、安排好播出。
说来简单，做好不易。
就播音基调而言，这是讣告，又是毛泽东主席逝世的讣告，不同于播出大文章，也不同于其他讣告的
播出，要悲痛、庄重、深沉。
悲痛，极其悲痛，这是播音员、电台工作人员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情感，但又不同于个人情感的宣
泄，不能悲悲切切、哭哭啼啼，这是国家电台代表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郑重向全国
人民宣布这一沉痛消息，悲痛中透着内在的庄重、深沉。
播音的调子不能高，也不能过低；播音的速度放缓，但也不能太慢，应恰当地表达出全国人民对毛主
席的沉痛哀悼和深切怀念之情。
对播音员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是不难的，但要他把这种种要求和情感通过声音确切表达出来，是多么
不容易，何况播音员又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情感呢！
　　选定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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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过去治丧活动的宣传安排，播出讣告之后是哀乐，然后是治丧委员会名单、公告、《国际歌》。
哀乐，用还是不用，用多长时间，都是按照治丧规格规定的。
一般说来，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去世，如党中央主席、总书记、国家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
务院总理等，还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几位老帅和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去世时用哀乐。
有时候也有例外，所以，特殊情况下要请示。
事实上，听众也摸到了规律，凡听到广播哀乐，马上会意识到可能某位高级领导人去世了。
治丧规格不同，用哀乐的长短亦有区别，有的用30多秒，有的用1分多钟，毛主席去世自然要用最长的
哀乐，最长是多少？
初定为6分钟。
　　播放《国际歌》。
一般用不带歌词的吹奏乐，庄重，有气势。
由于各个乐团演奏《国际歌》的速度和处理不同，有好几个版本，听起来效果不大一样。
周总理在世时，曾经审定过一个版本，中央电台一直使用，演奏三遍共5分52秒钟。
　　并机播出。
这是遇有重大宣传报道时，中央电台经常采用的做法。
什么叫并机？
当时，中央电台有4套节目（对全国广播的两套，对少数民族广播的一套，对台湾广播的一套），全
天播音70多个小时，这4套节目的播出，各自按照自己的节目时间表运行，自成系统。
并机，就是把其中的两套或三套节目联通，在同一时间播出一样的内容。
除了中央电台的节目外，有时还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
它的好处是，不管听众正在收听哪一套节目，都能同时收听到重要广播，尽快知道最新消息；从电台
内部工作来说，这样便于安排节目，只发播好一套节目就行了，防止在交叉安排的忙乱中出差错。
播出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既要保证万无一失安全播出，又要让全国人民尽快收听到，自然应该并
机广播。
　　随时准备处理好播出讣告前后的节目。
什么时候播出讣告，由中央决定，但我们必须做好随时播出的准备，保证准确及时。
为此，精神一直处在高度紧张之中，播出时间一旦确定，必须做过细的工作。
比如，临近播出讣告前的节目，不能太高亢、欢快，不能是打斗或轻松的文艺节目，要与将播出的讣
告气氛相协调。
虽然听众不知道将要播出什么，我们自己是清楚的，不能没有过渡，不然，听众在事后会提出强烈批
评的。
但是，讣告播出前的节目又不能太低沉，让听众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
如何恰到好处地把握住这个“度”，叫人左右为难。
与此同时，必须研究如何处理好播出讣告以后的节目。
将全部取消文艺节目，文字节目的内容、播音基调必须与整个气氛一致，有些常用语要取消，如“毛
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而这些用语到处都有。
去掉旧的节目，又必须用大量新节目来填补出现的空白。
须知，这几十个小时的节目，在事先毫无准备、也不可能让大家事先准备的情况下，临时选编、播音
、录音、制作、发播，工作量之大不言自明，只能采取过渡措施，尽可能争取时间。
　　停播一切文艺节目。
这既是一种需要，又是一种规格。
保留文艺节目与治丧气氛不协调，跟人们的悲痛心情相悖。
在以往一些领导人去世后的治丧活动中，对此有几种做法：不停播文艺节目；在追悼大会那天停播文
艺节目；在播出讣告和追悼大会时，也就是治丧活动的开始和最后停播文艺节目；整个治丧活动期间
全部停播文艺节目。
周总理逝世时，“四人帮”下令照常播出文艺节目，遭到全国人民和中央电台职工的强烈反对。
毛泽东主席逝世，毫无疑问应该全部停播文艺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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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大部分节目停止使用“开始曲”，只保留全台四套节目全天开始播音用的《东方红》乐曲
和全天播音结束时用的《国际歌》乐曲，保留中央电台《新闻报摘》、《全国联播》节目的开始曲。
　　重新安排节目时间表。
事实上，一旦播出讣告，无论从治丧宣传的安排、听众的要求，还是从内部的工作程序，都不可能再
按照原来的节目时间表运行。
过去遇有重大宣传，也时常这样做，问题是必须有专人负责安排节目，使节目内容得当、运行有序，
绝不能出现空播。
　　我们三人连续几小时的紧张运筹，这还只是计划中的事，实践中能否行得通？
如何才能落实？
中央会有什么安排和要求呢？
　　紧张一切准备抢在播出前　　上午8点，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从治丧委员会开会回来。
他说，中央已决定今天下午6点钟播出《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书》（以下简称《告各族人民书》）、《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以下简称《治
丧委员会名单》）、《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邓岗听取了中央电台的汇报后，同意中央电台提出的播出方案。
　　经请示，直到上午11点，才允许向中央电台直接参与播出的有关部门和人员传达毛主席逝世的消
息，大家都极其震惊，有的泣不成声。
在作了布置之后，我就安全播出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
首先要绝对保证准确、及时、安全播音，必须镇定而有秩序地工作。
另外，除了思想上的动员和要求以外，针对过去容易出现的问题采取了措施：为了防止误播、错播，
把过去用过的稿件、节目全部清理、封存；所有播出的节目，重新选编、审定、制作，掌握统一提法
和口径；过去用过的哀乐录音带一律封存，这次用的6分钟哀乐全部重新制作，发往有播出任务的新
闻部、对少数民族广播部、对台湾广播部。
为保证工作的正常运行，临时成立了录制组，负责播音、录音、复制节目；节目审查组，负责审听、
发播和安排节目的播出。
　　大家立即分头去准备，谁也没有心思吃午饭。
　　正在这时候，接到中央的通知，将播出《告各族人民书》的时间由下午6点提前到下午4点，而且
中央已经发电将中央电台广播的时间通知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
时间提前了2小时，本来的紧张更紧张了，又要打乱原来的部署，重新做出安排，一切都要提前，包
括播出《告各族人民书》前的节目处理，需要立即动手。
　　还有预告。
过去有重要广播，经过请示同意，一般情况下事先发预告，让各地电台转播，便于听众收听。
如何预告？
有几种不同的处理方式：直接告诉听众将播出什么，这属于机密性、新闻性不强的内容，播出前可以
让国内外知道，因为预告本身就是一条重要的简明新闻；机密性、新闻性强的内容，一般采用“将有
重要广播，欢迎大家到时收听”的说法，事先不透露内容。
这次预告，自然属于后者。
　　经请示批准，下午3点，中央电台开始预告：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本台今天
下午4点钟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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