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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功夫在诗外　　这些年来，我们每年都要欢送几位老同志退休，招聘一批新大学生进社，新民晚
报采编团队正处于更替交接的阶段。
人在更新，报纸的传统、晚报的特色、报人的风骨是否能得到传承，是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2006年，我们决定在报社内部编辑推出《新民采编活页》（当肘是分管总编徐炯同志负责），让
那些已发表优秀报道的记者，讲那些未见报的采访故事，说那些新闻故事背后的体会，以此作为内部
同仁探讨新闻理念、切磋新闻业务、提高新闻采访写作水平的一种方式。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本书，就是选自本报80名记者近三年来的采访感言集。
　　作为总编辑，每一次看到自己记者写的这些感言，都会触动良久，不仅从中了解了他（她）们采
访的甘苦，面对困难和阻挠的勇气，看到他们在激烈的新闻竞争中思想和智慧的闪光，更看到了他们
秉承“为民解忧，与民同乐”的晚报传统，为社会进步不懈怠、不放弃的新闻理想，我们应该为有这
样的团队感到自豪。
　　感言集取名《记者的功力》，是因为它证明了每位记者能写出一篇好稿子，都不是灵感一现，或
信手拈来；每个人都下了功夫，都有自己的功力。
从唐宁、钱勤发对布衣、民生的深切关怀，到施捷专业知识的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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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飞入寻常百姓家”为宗旨的《新民晚报》，到今年已走过整整80年了，回顾历史，最为我们值得
珍视的是，从《新民报》到《新民晚报》，我们曾拥有过一代代杰出的记者，从赵超构的《延安一月
》到浦熙修的《较场口血案目睹记》，从冯小秀的体育报道到张之江的文化报道等等。
一个好记者如能持续写出好作品，一定与他有广泛地阅读，并在知识的积累中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有
关。
报纸作为文化的载体，作为道德和价值的示范，我们应特别珍惜和用好这个权力，愿以此与大家共勉
。
    这本集子中的170多篇“作者自述”，有不少是谈他们在采访中的技巧方法，我们也不能忽视具体技
巧的讲究，采访有时就像涉险探幽，是有技巧和艺术的，只有运用得当，你想告知的实情，传递的理
念，才会最大程度地得以实现。
    这本书虽然都是记者写的，但每一篇都离不开编辑的慧眼和用心，关于“编辑的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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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功夫在诗外(序)2006年——  写新闻精品需要“有准备的头脑”——“巅峰之旅”系列报道感言  沉下
去“发现” 挖上来“表现”——《我想生一个自己的娃)感言  肯“伤脑筋” 会“伤脑筋” 贵“伤脑筋
”——《警方亮剑迎头痛击“拍车门”飞贼》感言  暗访是记者智慧与勇气的结合——《揭开赌球庄
家暴利黑幕》感言  预习、消化、拼命：记者出精品的功力——《联体姐妹今分离》感言  轻松来自重
负 胜人在于胜己——《梦中我是克林斯曼》感言  身入 深入 神入——《谁来为公共配套服务，埋单”
》感言  震撼：激励记者写出独家新闻——《翻开上海女医生的“救灾日记”》感言  创新能力：让“
规定动作”出彩——《新新老娘舅的品牌效应》感言  “争议新闻”需要热情和冷静——《“家庭私
塾”教出14岁的大学生》感言  把网络新闻变为报纸新闻——《上海教授网上声讨“流氓老外”》感言
 在感动中写出感人新闻——《失语瘫儿学会用字典“说话”》感言  “深度”提高新闻的影响力——
《谁来监管业委会》感言  愿吃苦 敢吃苦 会吃苦——《“哥德堡”号》连续报道感言  同中求异：增强
正面报道影响力之道——《上海两大机场规划项目今日确定》感言  打磨记者的新闻敏感——《该向
明星高片酬宣战了》感言  把热点新闻做深做透——《哪怕贪官已死，香港廉政公署也决不放手》感
言  事实提供者，更是故事讲述者——《四位亲人冤死在“肃反”枪口下》感言  做有思想的记者 写有
思想的新闻——《艺术还是谋术》感言  一篇体现“人文关爱”的好新闻——《先寻好安置点，再端
走无证摊》感言  准确把握舆论监督的尺度——《道路交通别让交通专家缺席》感言  批评民生问题要
有大局观念——《五成机器不合格 八成员工不专业》感言  图片新闻版也要紧贴时代脉搏——《艳丽
华服原是废物制成》版感言  记者的新闻灵敏嗅觉从哪来——《多宝鱼抽样30件，件件药残超标》感
言2007年——  把握舆论监督的角度、尺度、温度——《当年，宋庆龄在这里住过4年》感言  正面报道
也要回答“为什么”——《百姓念着他．因为他把百姓放心头》感言  目击式报道要有现场感——《
本报读者点出5个堵车“顽症”》感言  增强图片文字的感染力和吸引力——《曲甜甜：为狗狗设计漂
亮衣服》感言  提升社会新闻的价值——《农民工夜生活，忙里偷闲找乐》感言  提高记者暗访的随机
应变能力——《今年春运，警惕“黄牛”兴风浪)感言  细节决定感人——《“轮椅上的天使”陈海新
》感言  爱好让人成为“多面手”——《刘翔无愧“1”号战袍)感言  一篇适合受众心理的社会新闻报
道——《到新加坡买“祖母绿”，小心！
》感言  为读者提供切实的借鉴和帮助——《售价低于20元的葡萄酒“水分”多》感言  用心开采百姓
心中的“金矿”——《徜徉在故纸堆里的一介布衣》感言  采访，从“混个脸熟”开始——《臭气冲
天茅坑旁生产豆腐衣》感言  反映“市民最想不通的事”——《哪里排队最长，市民直指银行》感言  
一篇“平中见奇”的科普报道——《冬虫夏草找到价廉物美“替身”》感言  暗访：胆量与智慧的结
合——《1张赌桌旁围了20多个赌徒》感言  记者要把自己当成读者——《全程体验提速打开10个问号
》感言  在矛盾最恰当时机介入——《子女“有头有脸”老父被弃医院》感言  带着“三种感情”写故
事——《谁来满足孩子的小小心愿》感言  有真实感觉就能写出好文章——《专家呼吁为重大工程设
置科学“寿险”》感言  从平凡生活中挖掘典型人物——《1毫米的缝隙也绝不放过》感言  将自己带入
采访者的境遇——《高价雇个高考保姆真的有用吗?》感言  王瑜明 让社会新闻厚重起来——《乡村小
河一夜被填70多米》感言  写作要选自己力所能及的题目——《退赛频起呈现“牛去熊来”》感言  话
锋尖锐 答问敏捷 改稿严谨——《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本报座谈侧记》感言  金志刚 王瑜明 选择有内涵的
新闻由头——《万一大停电上海怎么办?》感言  一篇让“两头满意”的报道——《点亮“无极灯”，
要过几道坎?》感言  “随机应变”换角度——《缺传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代难》感言  “没有新的故
事，只有新的记者”——《毛主席连声称赞他“揭竿而起”》感言  情理 事例 文辞——《大清华保安
怎样叩开大学之门?》感言  不要轻易放过一条新闻线索——《数百人冲入酒店抢砸一空》感言  有的放
矢捅“马蜂窝”——《5元一桶“农夫山泉”可能是自来水》感言  谈话是从脸上的皱纹开始——《选
择农业，因为我是农民的女儿》感言  一本书可以激发一个灵感——《慈善超市如何“非赢利生存”
？
》感言  一次艰难体验式的采访——《茫茫大海孤岛守灯人》感言  在“对话”中求证新闻事实——《
载客三轮车迎头撞上小轿车》感言  把一个故事讲深讲透——《“茶托”引进门 8人喝掉7455元》感言  
追到奇人不猎奇——《115岁“大侠”跨越3个世纪》感言  写出上海人家的“味道”——《刘海：玩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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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担石锁 包干家里重活》感言  千里往返一日闻——《掌声响起，仿佛歌王又唱高音C)感言  “全家福
”的前前后后——《前后不到2分钟，这就完了?》感言  敢于小题大做 善于以小见大——《读者之声
》版感言  把“冷门”报道做出“热气”——《“旱优3号”高产又好种》感言  版面跟着图片跑 标题
盯着画面走——《美丽足球》版感言  功崇惟志 业广惟勤——《疯狂的石头从银幕走向现实》感言  一
篇聊出来的报道——《保姆有心跳槽当“速成月嫂”》感言  记者的工作有时像律9币——《“黑票务
”环环相扣快刀斩客》感言  最怕麻木最怕失缺新鲜感——《小发明家曾被多所重点高中“婉拒”》
感言  舞者如五线谱上“黑蝌蚪”——《文娱新闻)版感言  半小时采访也要充分准备——《急性早幼粒
细胞白血病可基本治愈》感言  “流水账”中淘到“宝”——《螃蟹水稻做邻居“双赢”》感言  一篇
与通讯员合作的稿件——《一场婚礼捐出一个篮球场》感言  从简讯中发现大稿件——《遭遇职场冷
暴力，怎么办》感言2008年——  朋友是一辈子的财富——《揭开“鹅王”与毒王坤沙相处的秘闻》感
言  老选题怎么翻出新花样——《“黑搬场”年底忙赚黑心钱》感言  读人 读事 读局——《等待的过程
很美丽》感言  寻找条线外的“兴奋点”——《揭开“动迁中介”背后的利益链》感言  第三只眼睛看
体育——《一举一动都可炒作一言一行皆成花边》感言  厚积薄发老马识途——《用“望远镜”留下
上海“立体记忆”》感言  一篇悬念式社会新闻——《大观园10件红木家具一夜失踪》感言  在冰冷的
亲情中寻找人情味——《新生儿夭折，强忍悲痛找证据》感言  心中有激情 落笔需冷静——《12座专
用油烟井道到底建没建》感言  最朴素的往往是最感人的——《因为思念，不能也不想放弃》感言  钱
俊毅 王瑜明 做一桌别出心裁的“年夜饭”——《你的年夜饭吃得满意吗》感言  现场有更多的精彩—
—《没有时刻表的列车开了11天》感言  丰年之炊的难处——《中国首次大学生北极考察系列报道》感
言  “让人读后有想哭”的感觉——《要把看到的艾滋病现状告诉决策者》感言  当一名观众 绕圈子打
量——《选手有点尴尬评委也出洋相》感言  也关注名不见经传的民企——《和老板坐下来谈一谈工
资怎么加》感言  先“解放”自己 再“解放”别人——《老房子换“节能衣”好事卡在哪儿》感言  做
新闻，要学会做朋友——《申城400万m2旧区动迁要啃硬骨头》感言  采访需要一点体力 一点坚持 一
点运气——《膜结构一扫阴影照明灯亮白昼》感言  写出“独特的这一个”——《端正地写完了一个
“人”字》感言  《十五斤牛肉干成了难题》给我的启示——《不孝子女高消费》等感言  追求真实，
对读者和历史负责——《400年前明代牡丹今又开花》感言  用心去感悟每个细节——《不能光靠别人
帮忙我们要自救》感言  感人心者莫过于情——《为了一个生命)感言  北川的那些人，那些事——《数
千村民被围困，不知自己是灾民》感言  做个克制的提问者——《齐声高唱“团结就是力量”》感言  
永不放弃的坚持 不畏艰难的跟随——《俯身贴近水面抱起遇难者遗体》感言  思想的信息 激情的火花
——《国家自信缘于内在而非“外媒盛赞”》感言  不仅仅写给烈士家属看——《“看望”安眠在云
南的上海儿子》感言  还原一个真实的上海奶奶——《上海奶奶捐房为灾区造学校》感言  暗访：养鱼 
抓鱼 做鱼——《这边排着长队加油 那边忙着私下卖油》感言  不只是一个“梦想”——《一个7人团队
的高效救灾路径》感言  不抛弃学会“放弃”——《“袖珍女”高考 妈妈照常上班》感言  一篇有意思
的报道——《请别折腾弥留之际的老人》感言  学会做社会调查——《保姆为啥得“心病”?如何减压?
》感言  不仅记录，还应思考——《上海航空人的大飞机梦》系列感言  接到报料后的暗访——《女顾
客“丰胸”遭遇噩梦般羞辱》感言  被部主任“逼”出来的稿子——《这里的早晨静悄悄》感言  赋予
社会新闻“警示意义”——《一花季少女被甩下高架桥》感言  在采访中寻找报道方向——《泳池救
生员为啥捉襟见肘》感言  多寻点“尴尬人”的故事——《卖“子”却换不来稳定生活》感言  “众人
拾柴火焰高”——北京奥运会采访报道感言之一  做个有激情的新闻工作者——北京奥运会采访报道
感言之二  难以忘怀的三送“金镶玉”——北京奥运会采访报道感言之三  从名人中挖掘平凡新闻——
北京奥运会采访报道感言之四  跳出比赛写比赛——北京奥运会采访报道感言之五  摘果待到成熟时—
—北京奥运会采访报道感言之六  用心讲故事 以情写华章——北京奥运会采访报道感言之七  在新闻发
布会上向明星提问——北京奥运会采访报道感言之八  带着感情不等于“感情化”——北京奥运会采
访报道感言之九  从“冷饭”到“蛋炒饭”——北京奥运会采访报道感言之十  不要过分相信采访对象
——《中医术语怎么翻译外国人才明白》感言  找“冷路子”写“热新闻”——“神七”采访报道系
列感言之一  独家新闻难拿独特视角好抓——“神七”采访报道系列感言之二  注重讲究大众化——“
神七”采访报道系列感言之三  要善于“设问式”报道——“神七”采访报道系列感言之四  那一段历
史 那一份情感——《青春留在了那片山林》感言  生命可以如此明朗又充满弹性——《长寿秘诀：慢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记者的功力>>

慢跨过“人生的坎”》感言  “老生常谈”里写出“新意”——《一场烟花表演留下20多吨垃圾》感言
 用新闻语言回答问题——《433岁御界桥能否原样保留》感言  王剑虹把深奥的艺术主题通俗化——《
欲望在美好与罪恶中冲突》感言  发挥策划作用体现人脉优势——《身高不是问题新人不是借口》感
言  先听“明白”，再写“浅白”——《银行无力支付储户可获赔偿》感言  学一学 转一转 跟一跟 想
一想——《“神七家族”带出沪产航天兄弟连》感言2009年——  以“笨”易“巧”——《惊悉姐姐身
患白血病》感言  要善于写出新意——《卡片不离视线吞卡不离机器》感言  带着责任感 深入第一线—
—《这些老人冬天为啥不穿长裤》感言  社会新闻要有现场感——《7人情急跳楼2人受困火场》感言  
体验“报网互动”——《50米“断头路”4年修不通》感言  深入出感受 笔锋带感情——《走3节“绿
皮车”车厢全身湿透》感言  和灾民们一起过新年——《汶川灾后第一春》感言  模块式新闻中的采编
互动——《1月13日民生版》感言  10年前的采访笔记用上了——《上海动物园要不要搬家》感言  贴近
性与个性化——《带着礼物和希望回家过年》感言  批评报道要敢于求新碰强——《沃尔沃豪华车高
速公路失控》感言  写出同质化新闻中与众不同的东西——《斩断伸向乘客的一只只贼手》感言  寻找
断裂材料中的黏合剂——《他家的麦苗长得特别壮》感言  王伟如要长“新闻眼”还要长“新闻耳”
——《老师，寒假作业批改了吗？
》感言  要“识货” 更要“理货”——《15年免费培训3万多女学员》感言  做好晚报味的报道——《1
元钱：喝茶听书好逍遥》感言  以“抢”制静以“细”写实——《背你过水塘，5块钱一人》感言  媒体
主流舆论引导的力量所在——《圆明园兽首拍卖评论》感言  为保护百年老宅，我已跟踪了5年——《
谁掀了百年老宅的屋顶》感言  措手不及“抢”出来的稿子——《侵权案例涉及美容餐饮快递房产》
感言  只有20分钟采访时间⋯⋯——《教育者，志为将来)感言  有限空间追求新闻价值最大化——《自
助租赁自行车亮相轨交站》感言  好新闻有时光顾“笨记者”——《吃转基因食品心理负担别过重》
感言  “大事”化“小”才能“了”——《专利“甜头”从国内“吃”到国外》感言  既舆论监督又促
进整改——《“华联吉买盛卫生问题”报道》感言  把“冰点”融化成“沸点”——《“阳光动迁”
请来“公证人”》感言  从“光打雷不下雨”中挖掘——《问题食品撤柜听谁“发令”》感言  灾区人
物线索的“撞”和“挖”——《生死相守76小时重组5人新家庭》感言  同类报道要写出新意——《网
络客服中心“藏在”灾区板房里》感言  雕塑是这样炼成的——《孩子在帮助孤儿中慢慢长大》感言  
顺藤摸瓜抓线索——《北京志愿者成都结下“姐弟”情》感言  我用文字为丁聪送行——《笑嘻嘻的
“小丁”怎么走了》感言  “纪念报道“要写出新意——《如今，数字造船一人顶十》感言  孩子是永
恒的话题——《宝宝脚丫被卡水池遭截趾》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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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6年12月12日，我正在民盟上海市委和社会主义学院举办的基层干部学习班学习。
傍晚，学习一结束，我就回报社看看。
当班的本报文化部副主任杨展业告诉我，有人报料，说宋庆龄当年桃江路的故居情况危急，不仅非常
破旧，而且有消息传出有人要拆。
他希望我能抽空去调查一下，无论是写内参还是公开报道，都值得关注。
展业让我去写，一是我以往曾写过宋庆龄故居的系列报道，对这段历史比较熟悉；二是我平时对写这
类有关历史文化的报道兴趣很浓。
　　当时，我虽知这是条很好的线索，却面有难色，原因是我仅剩次日半天时间了，就怕时间来不及
，因为次日下午，我要随学习班飞赴海南考察，而且机票都买好了。
展业鼓动我说，说不定，这还是一条可以获奖的新闻}他还劝我放弃海南之行去抓这条稿件。
受他鼓动，我兴奋地说：“那我试试吧！
”随即，我立即与宋庆龄的几位研究专家通了电话，都说这是一处对宋庆龄来说十分重要的故居，其
历史文化保护价值一点也不亚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淮海中路宋庆龄故居，并对此处故居惨遭破
坏十分痛惜。
我立即与孙中山、宋庆龄文物保护管委会有关人员联系好，决定次日上午采访他们并去实地踏看，采
访并写完这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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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为总编辑，每一次看到自己记者写的这些感言，都会触动良久，不仅从中了解了他（她）们采
访的甘苦，面对困难和阻挠的勇气，看到他们在激烈的新闻竞争中思想和智慧的闪光，更看到了他们
秉承“为民解忧，与民同乐”的晚报传统，为社会进步不懈怠、不放弃的新闻理想，我们应该为有这
样的团队感到自豪。
　　　　——陈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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