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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有方圆 记者有规矩

《孟子·离娄上》有句经典：“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

不能成方圆。”用现在的话说，规矩就是制度措施，方圆就是执行制度措

施，以达到圆满之目的。古人还讲，“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得出

了“天圆地方”的结论，从科学观论，显然存在认知的局限性，自然不

对。然而，从人文哲学观分析，“方圆”成了一种为人处事的规矩，并将

人之言行规定为：行方智圆。“行方”，是指做人要有品格、精神，要表

里如一；“智圆”，就是要把事情办得圆满、周到、细密。

不可否认，我们的新闻中确有不讲方圆的新闻，采编队伍中也有没有

规矩的记者，宣传战线中更有一味灭火和不知如何善待媒体的管理者，而

极少数人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的还很严重。

从宏观上说，作为新闻工作者，是在为党和国家当差办事，是人民的

眼睛和耳朵，要时时为人民服务。所以一定要写真新闻，杜绝假新闻，做

好舆论监督。积极引导舆论，可锦上添花，雪中送炭，喜忧兼报，但一定

要谨小慎微。从个人来讲，不按规矩采访写作，不坚守新闻职业道德，久

而久之，就会放松新闻观和世界观的改造，甚至会放弃为文做事的原则，

弄不好会出大问题，出大乱子，会弄出一框假新闻——诸如“纸馅的包

子”，会造出一批假记者，有些还成为害群之马。

三年前，我重读《论语》的“仁”和《孟子·离娄上》的“规

矩”“方圆”，意识到一些新闻工作者是在不知道或者不了解有关“规矩

和方圆”的情况下，道听途说，争夺眼球，写出了问题，闯进了雷池。

诚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谁都会有弱点和不足，甚至错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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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和管理者也是如此，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正确、健康的态度和

方法去正视弱点，克服缺点，修正不足，用规矩改正错误，发扬优点。

于是，我萌发了编写《新闻不出错的智慧》这本书的想法，并不断积

累素材，尽量做到“少理论多实用”。

“吾日三省吾身”，作为新闻工作者和管理者，恐怕都要认真反思，

多摆规矩制度，然后对照检查。要讲规矩与方圆，就不得不讲孔子的仁

学。“仁”是《论语》的核心，孔子认为仁是人修身养性的最高境界。关

于“仁”，《论语》中提到九十余次。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他问仁

时，得到的答案是“克己复礼”。由此可知，“仁”对儒家来说，是一种

为人处事的境界，更是一种中规中矩的情怀。

“仁”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当面对生活中尔虞我诈，落井下石，见

利忘义，损人利己，假公济私，见义勇为，坚持原则，抑恶扬善，贫病交

加，感人致极等人生境遇时，能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否“己欲

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否“与人玫瑰，手有余香”。这全然是一

颗善良之心、责任之心、爱人之心和规矩之心，这也是一个好的新闻工作

者的起码操守。

当我采访中遇到烦恼，感到迷惑和恐惧时，我学会让自己做一个勇

敢的人，用自己的笔在规矩与方圆中展现真实，描写感动，讲述故事，用

新闻的力量去支撑善良、勇气和幸福，去化解遗憾、矛盾还有积怨。《论

语》讲：“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也就是说，这

种勇敢必须是一种仁义之勇和从容笃定，否则没有道德约束的勇敢就是这

个世界上最大的灾害。前苏联小说《前线》中的记者“客里空”，就是在

没有道德规矩约束下的“小人”之勇，是新闻人的悲哀，是害群之马。然

而，不幸的是，在宣传新闻界，“客里空”仍不鲜见。

新闻工作者要做到“不忧、不惑、不惧”，就一定是一个君子，这

个君子在《孟子·离娄上》的方圆之道中，更重要的是在遵从新闻规矩之

中。而且，这样的君子一定怀揣一颗仁爱之心，因为当一个人内心装有美

好的东西时，他才能看到外在世界的美好，才能气定神闲，爱憎分明，洁

白不染；才能不为钱动，不为权诱，不为利狂；才能如履薄冰，如临深

渊，谨言慎行；才能真正成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当然，这一切，一定要在不断地学习中才可以实现。因为孔子认为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

贼⋯⋯”

我敬畏孔子，并一直推崇他“仁”“义”“礼”的浪漫，正因为这种

浪漫，才使我时时审视、解读记者职业的绚烂、平淡、理想、责任、道德

以及时时的困惑。

多年来，我总是重读《论语》，勤思《孟子·离娄上》，时时寻找一

些规矩和方圆，我更想从中找寻“君子式记者”的模范，这也是我一生奋

斗和追求的理想。

三年来，在不断积累和总结经验中，《新闻不出错的智慧》一书总算

出炉！其中参考引用了许多著书立说，当然不免诸多疏漏，或者不妥，有

些论述不一定成熟或者准确。在同类书中是否填补空白，暂且不论，但这

本书一定会让读过它的人懂得“新闻的方圆，记者的规矩”。而且，

从如何“安全从业”以及如何“成功应对”新闻事件的角度出发，愿

它能成为新闻记者、编辑，新闻专业大学生以及从事宣传工作人员的

“案头书”。

我想，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也就足矣！

是为序。

写于银川森林公园·勤雅斋

201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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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第一编 新闻：不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禁忌及禁忌分类

禁忌从物的角度讲，指“神圣”“不洁”或“危险”的事物；从制度层面

看，即属言行上被“禁止”或者心理上被“抑制”的一种行为禁制。危险和具有

惩罚作用是禁忌的两个主要特征。是人们为自身的功利目的而从心理上、言行上

采取的自卫措施，是从鬼魂崇拜中产生的。

禁忌大致可分为原初阶段、次生阶段与转化消亡三个阶段。丧葬禁忌与祭

祖是禁忌的原初形态，与鬼魂信仰的联系最直接。次生阶段人们继承了原始时期

的鬼魂崇拜所出现的禁忌，将它们制度化、礼仪化，并作出繁琐的规定。在人们

的生活中，无论是礼仪、节日、行业等，凡认为不吉利的，几乎都在禁忌之列。

从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近代开始，科学逐渐深入人心，但禁忌在有些领域和许

多人的心灵深处，依然留有烙印。

关于禁忌的由来，任骋先生在其《中国民间禁忌》（2004年由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出版）专著中大体上讲到四个方面。一是对灵力的崇拜和畏惧；二是对

欲望的克制和限定；三是对仪式的恪守和服从；四是对教训的总结和记取。这

里，简称之为：灵力说、欲望说、仪式说和教训说。

在我国，当代民俗学界非常重视对禁忌的分类。任骋先生认为，由于禁忌

是人类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对禁忌的认识往往多视角 、多学科，所以禁忌有

不同的层次和类别。比如将禁忌分为：关于行为的禁忌、关于人的禁忌、关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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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禁忌；宗教禁忌、生产禁忌、语言词汇禁忌、生活禁忌；自然崇拜、图腾

崇拜、祖先崇拜、鬼神崇拜、命运崇拜等。具体讲不外乎以下几种分类：

按禁忌信仰根据方面，可以将禁忌分为禁忌对象（禁忌事物）是“神圣

的、圣洁的”和“不纯的、不洁的”两大类；

按禁忌主体（执行禁忌者）的禁忌行为方式，可分为：看的禁忌、听的

禁忌、说的禁忌、做的禁忌、食的禁忌等若干类；

按禁忌产生的时间分，可分为原始禁忌、古代禁忌、近代禁忌、现代

禁忌、当代禁忌等等；或者分为汉代禁忌、唐代禁忌、宋代禁忌、清代禁忌

等等；

按禁忌所在的地域分，可分为欧洲禁忌、太平洋禁忌、尼罗河流域禁

忌、中国禁忌、吴越禁忌、定县禁忌、丁村禁忌等等；

按宗教类别分，可分为道教禁忌、佛教禁忌、伊斯兰教禁忌、基督教禁

忌等等；

按人种分，可分为白人禁忌、黑人禁忌、黄种人禁忌、红种人禁忌等等；

按民族分，可分为汉族禁忌、回族禁忌、满族禁忌、朝鲜族禁忌、日

耳曼族禁忌、犹太人禁忌、吉普赛人禁忌、俄罗斯人禁忌、印第安人禁忌

等等；

按职业领域分，可分为农业禁忌、渔猎禁忌、商业禁忌、医药业禁忌等等；

当然，还可以按年龄、性别、事态等形式来划分禁忌类别。

新闻、新闻语言与新闻的相关禁忌

一、新闻之定义

新闻的定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新闻，是消息、通讯、特写、速

写、报告文学、采访手记、群众来信、记者来信等多种新闻文体的总称；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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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新闻则专指消息。“新闻”一词，在我国最早出现在唐代，指的是新近

听来的事。后来《红楼梦》里出现的“新闻”，开社会新闻之先河，指的是

见到的有趣的新鲜事。

在我国新闻学术界，最权威的新闻定义，是1943年陆定一提出的，“新

闻就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范长江也对新闻下了一个定义，“新闻就是

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王中教授引入传播学概念，把新闻

定义为“新近变动的事实的传布”。另外甘惜分教授把新闻定义为“报道或

评述最新的重要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

每则新闻在结构上，一般包括标题、导语、主体、结语和背景五部分。

标题一般包括引题、正题、副题；导语，一般指“电头”后的第一句或第一

段文字，用来提示消息的重要事实；主体，随导语之后，是消息的主干，是

集中叙述事件、阐发问题和表明观点的中心部分，是全篇新闻的关键所在；

结语，一般指消息的最后一句或一段话，是消息的结尾；背景，是事物的历

史状况或存在的环境、条件，是消息的从属部分，常插在主体部分，也插在

“导语”或“结语”之中。

何事、何人、何时、何地、何因是新闻的五要素，因为在英文当中这

每个要素开头的字母都是“W”，所以简称“五个W”，即Who、What、

When、Where、Why；新闻六要素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起因、

经过、结果。

二、新闻语言之特点

新闻要用新闻语言来写作。所谓新闻语言，是相对文学语言、外交语

言、计算机语言等而言的。新闻语言应该是传播信息、报道事实的语言。

要求具有新鲜、快速、简短、准确、鲜明、生动。因此，新闻不是刻板的公

文，更不是浪漫的文学，而是“纯粹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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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准确、真实是新闻语言的根本

新闻界历来把“准确、准确、再准确”奉为写作基石，而文学语言恰恰要

求比实际存在更好、或更坏，更有艺术感染力甚至意识流。前者强调发挥洞察

力、观察力和真实还原现场场景的能力；后者强调构思技巧，充分发挥艺术想

象力。

第二，新闻语言有不同体例和风格

新闻中，消息一般是具体陈述与抽象概括相结合的语言。而通讯、特写等

体裁承担着展开事实、描写事实、再现事实乃至解释事实的任务，比消息更形

象、更丰富、更有感情色彩。当然，新闻语言风格同时还取决于新闻事件本身的

基调。比如党代会、“两会”一般以严肃活泼的基调为主；比如节日报道则以欢

快的基调为主；而有关战争、台风、瘟疫等与死亡有关的报道则要以严肃、凝重

为主。新闻语言风格也考虑报道人物的语言个性。比如领导干部、工人、农民、

知识分子。

第三，新闻语言主要采取“白描”手法

“白描”，原指中国绘画中的一种传统技法，即在作画时纯用墨线勾

描形象，线条简练而逼真，不用颜色渲染，有的只是略施淡墨。新闻语言的

“白描”，指文字描写的具体方法，即不用或谨慎使用形容词修饰，更不用

“极大地”“十分兴奋”等副词，而以质朴的文笔，简练而直接地勾勒出事

物的特征。

三、新闻写作的八大禁忌

新闻禁忌，即在新闻写作中被“禁止”的表述或引用，包括禁用的词语、

俚语、事件等。另外，还有违背新闻本身写作特点的情况，比如基于新闻报道的

客观原则要求，诸如不能把新闻写成广告、公文、专业文章，不能运用第一人

称，不能在报道中发表议论，最好不要使用修辞格等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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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一：把新闻写成广告

新闻通稿的作用是通过媒体把事情说清楚，而不是免费的广告。很多企业

的新闻通稿是由广告部门或委托广告公司制作的。由于广告公司业务习惯，很多

新闻通稿会写成广告样式。通稿中的文字往往被唯美处理，但具体的时间、地点

却没有提到。

禁忌二：把新闻写成公文

公文是公务文书的简称，有时也称文件，如命令、决定、通知、报告等

等。公文有公文的语言。很多企业经常会把新闻通稿写成一篇公文。很多的通稿

是用“随着”两个字开篇的。较多的公文语言模式还有：“该”，“第一⋯⋯第

二⋯⋯第三⋯⋯”，“一是⋯⋯二是⋯⋯三是⋯⋯”。这些字或句式用在公文中

是很合适的，因为公文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公文的用语必须严谨明了，容不得花里

胡哨。但这类字、句式出现在新闻报道中就使报道显得不伦不类，既不像公文，

也不像报道。

禁忌三：把新闻写成专业文章

有些记者为了显示权威和行业特色，往往会使用大量的专业术语和专业

称谓，而没有用新闻语言解读专业术语，造成很多普通读者看不懂这类“专

业新闻”。

禁忌四：无细节新闻

细节是最能表明真实情况的资料。因此企业完全可以在企业对外发布的资

料中公开无需保密的细节内容。另外，数字也可以说明新闻材料的真实，而新闻

媒体往往可以从数字中找到新闻点。比如，在新闻通稿中需要某个人物时，最好

不要很笼统地使用某某企业工作人员、专家、业内人士等称谓，完全可以通过一

些细节来表明人物身份的可信性。比如你可以使用这样的词汇来描述一个顾客：

“一位身穿白色POLO牌T恤衫的顾客”。当你需要描述一位企业内部员工，而

又不能透漏他的姓名和身份时，也一定要尽可能地通过细节表现他的真实。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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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写为“不愿透漏姓名的某单位工作人员”，这样比很笼统的说法更加

有利。

禁忌五：突破“禁区”的新闻

比如在报道政治主权、民族宗教、国际关系、法律当事人、人权问题等方

面，都有许多明确规定的“禁区”，但是因为新闻从业人员在这方面教育的缺失

或者滞后，往往会造成许多新闻事件，或者因为新闻事件而引发的社会群体事

件、国际关系紧张局势、民族冲突、宗教不和谐等。

禁忌六：记者亲历的表述不能运用“第一人称”

基于新闻的客观原则要求，一般不提倡记者直接使用“我”“我们”“我

的”“我们的”这样的字眼，除非是新闻当事人的引语。新闻报道一般是采用第

三人称进行叙述，在亲历新闻、置身其中的前提下，记者本身变成了权威知情者

时，可以采用“记者看到”来写作，而不能用类似“在事发现场，我看到⋯⋯”

的说法，记者在这里是一个公众委托的受过新闻专业训练的观察者，而不是个体

意义上的某个人。

禁忌七：不能允许“记者的感受和评论”

新闻的客观性要求记者不要把自己的个人意见写进稿件中，读者需要了解

的是被采访人的情况，而不是记者要说的话。从新闻报道的专业要求来看，记者

一般不能发表评论，也不必大谈自己的感受。记者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建立在纯粹

的预测、模糊的二手资料或者个人的知识储备之上，记者的观点应该来自他所报

道的故事和其中人物的真实感受和体验。

禁忌八：不能运用修辞格

辞格是为提高语言表达效果而采用的有明显特点的修辞方式，也叫修辞

格。辞格的种类很多，包括比拟、比喻、排比、借代、夸张、双关、仿词、婉

曲、反语、对偶、层递、顶真、映衬、反复、设问、回环、对比、反问等类别。

新闻源使用辞格，他们说的话可以被当做直接引语，这无可厚非，也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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