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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味道”，这是《信仰的味道》忝获

的最高评价。窃以为，改进文风，

简而言之，就是少一点八股味、说教味，多

一点人情味、文化味，追求“有味道”的表达。

讲故事，不是教训人

信仰是个大题目，也是个老题目，很容

易写高了、写空了，没有什么“味道”。

如何把这道“菜”做出味道？

例证虽是评论的重要论证方法，但往往

惜墨如金，很少有展开来说的，也极少用在

开头。《信仰的味道》却一反常态，不仅开

头叙事，而且放开叙事，不紧不慢，娓娓道来。

评论也要学会讲故事，善于“抖包袱”。

通过说事顺便把理说清楚了，写的人省事，

读的人省心①。

《信仰的味道》开头的叙事，就是有情

节、有画面的——儿子寒夜疾书，母亲爱子

情深。墨汁满嘴，红糖未动，反道“够甜”。

两个自然段的叙事，像一部跌宕起伏的情景

短剧，充满了温情的力量。

在一篇千字短文中，读者可能什么也没

有记住，但不会不记住这样一件事。记住了

这样一件事，也就记住了《信仰的味道》。

评论的前缀不能丢——新闻，此之谓新

闻评论也。解放军报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张弛

文风之风，乃情

感之风、思想之

风、文采之风。

情怀为最，思想

与文采次之。自

古以来，有大情

怀者，始成文章

之大气象。

阅读点

追求“有味道”的表达

● 伍正华

——《信仰的味道》一文创作谈

   编者按：《信仰的味道》2012年11月27日在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栏目发表后，好

评如潮，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央领导同志充分肯定此文并做出重要批示。我们约请

文章作者就此文的创作情况和体会与读者进行交流，呼唤文风的改进。

作品评析

可逆转。” “即便推进改革会带来更大压力，

即便培育群众的权利意识可能会面临更大挑

战，即便在这个过程中，争议的声音可能变

多、质疑的音量可能变大，但坚持将以人为

本的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个环

节，是通往人的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的必由

之路。”

事实证明，越是围绕问题写，越能看到

平静中孕育巨变，转型中矛盾凸显，机遇中

风险四伏，奋进中充满挑战，从而得出“我

们走过了很不平坦的道路”的结论。越是围

绕问题写，越能看出“转变”势在必行，成

就来之不易，道路彰显意义，从而增强“走

自己的路”的信心。

任仲平文章这几年的一大转变，就体现

在“问题意识”上。我们是大党大国大报，

所谓“有容乃大”，直面现实问题，说出还

有不足，有什么不可以？习近平同志最近提

出，“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才能“有

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强

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凡事从坏处准备，

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种强烈的问题意

识，反映了求真务实的执政理念，也为新闻

宣传指出了进一步改进的方向。

按照这种要求，主流媒体倘能在成就报

道中，突破自我设限，突破思想禁锢，更多

直面真实可信而不是沿着自己的价值观剪裁

的舆情，更多关注多元多样而不是根据自己

的好恶过滤声音，更多呈现五千年文明的文

化气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引

领舆论、凝聚共识，才不会流于空谈，所倡

导的主流价值也才能在观念竞争中胜出。  

             （作者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

                       责任编辑 ：武艳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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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点评《信仰的味道》时说 ：此文讲信仰是朴素的、信

仰是无私的，其实也不算新道理，但是讲了点具体的故

事。写新闻提倡故事化笔法，写评论时讲点故事也是出

新的重要手法。毛主席的文章中写出了多少愚公移山之

类的故事啊！

说事还有一个好处，平易近人而非盛气凌人。这篇

文章不是教训式的，而是内省式的、自我检讨式的——

以自我为镜像，以自我为靶子，先说服自己，再说服别

人 ；先打动自己，再触动别人。

为文之道，忌矫揉，贵真情，不求文秀句秀，但求

骨秀神秀。

解剖麻雀，折射现实问题

作为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我们的职业价值在哪里

呢？八字而已：文字忧党，文章报国！这是职业价值，也

是职业信仰。有信仰的职业，从来不是价格驭驶价值，价

值才是价格的主子。这种深层次的精神愉悦与内心富足，

也只有“有党性的作者”才能体味得到。

毛泽东在谈到开会的方法时风趣地说 ：“材料不要

多，能够说明问题就行，解剖一个或几个麻雀就够了，

不需要很多。”《信仰的味道》就重点解剖了一两个麻雀。

麻雀一：宋庆龄的一封信。信仰不是什么玄之又玄

的东西，他朴素得很。孙中山革命 40年的信仰，就是认

定“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所以，信仰并

非高高在上、遥不可及，而是可亲可近、可触可感。

麻雀二：裘古怀的一封遗书。一个党员干部有没有

信仰，检验的办法很简单——是把自己的利益搞得少少

的，还是把群众的利益搞得少少的。利欲熏心、权欲膨胀，

只有舌尖上的口腹之欲，哪有心尖上的灵魂之舞？

这两个“麻雀”虽小，却折射了信仰缺失的一些现

实问题。当填饱肚皮早已不是问题，8000 多万党员信

仰的原动力到底在哪里？当不正之风的沉疴顽疾屡受诟

病，我们党又如何让人民坚定对自己的信仰？这是一

枚硬币的两面，没有第一面，断不会有第二面。倘使

共产党员自己都没有信仰，人民群众又怎会信仰党？

文风之风，

乃情感之风，思

想之风，文采之

风。情怀为最，

思想与文采次之。

自古以来，有大

情怀者，始成文

章之大气象。

打牢根底，有“文”才有“风”

    纽约时报是最早报道相对论的，因为总编辑范·范

安达就是一个卓有成就的数学家、物理学家。爱因斯坦

讲课讲错的时候，他就敢说，你这个方程式有什么毛病。

如果你认为这仅仅是一个巧合，那就大错特错了。

范安达的博学不止于此，埃及古墓里的文字他能翻译，

战争可能会在哪里打响他也能准确预测。他是美国新闻

界公认最博学的。

所以说，新闻的底子是文化，底子不牢，地动山摇。

写作《信仰的味道》时，有个细节让我特别感慨。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把墨汁当红糖，这个新鲜

的史料来自三卷本的《社会主义五百年》 。

文章完稿后，在一个星期天上午发至人民日报评论部

杨健同志邮箱。他当天晚上就在家里给作者回了邮件。除

了指出两处明显的引文错漏外，还专门求证了原文开头“滴

水成冰，手连毛笔都握不稳”这句话，引用的是陈望道儿

子陈振新的回忆。其学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感佩。

毛泽东曾向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发出号召，

比培养“秀才”。因为，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

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

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辞章修养。

广大新闻工作者是党的“秀才”、“笔杆子”， 没有

深厚的文化功底，马克思主义如何实现中国化、大众化？

胡耀邦也曾向中青年干部提出了一个要求，即需要

阅读两亿字的书。换算下来，一个人要用 50 年的时间

才能实现这个要求，每年读 400 万字，每天读一万多字。

这个要求，落实起来的确不易。但是，笔下走千言，

胸中藏万卷。它让我想到，文风，文风，有“文”才有

“风”，失却“文”字，岂非空穴来风。  

                            （作者系解放军报评论员）

                                  责任编辑 ：祝晓虎

注释 ：

①伍正华 ：《快评——评论可以承受之“轻”》，《新

闻战线》2012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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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的新闻作品是丰富的内容和优美的形式之统一。在新闻作品中，丰赡深刻

的主旨、准确生动的语言、严谨完美的结构背后，是艰辛的思想探索和文字打磨。

新闻是如此“易碎”，当它完整地记录下某一事件时，它的生命也随之消失；但那

些发人深省、扣人心弦作品的成功之道却值得我们细细体味。本刊新辟《作品评

析》栏目，或请作者本人现身说法，或请业界专家研习总结，祈能对那些获奖作品

或优秀篇什析义理于精微之蕴，辨字句于毫发之间。

    《作品评析》栏目的开辟，是《新闻战线》增强服务意识，满足读者需求的具体行动。

    欢迎踊跃来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