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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发芾的新著《以理服人——新闻评论

写作难点分析》正式出版发行，该书包括“难

点分析”和“评论精选”两部分。前者从丰富

的专业实践经验出发，全面、系统地梳理阐明

新闻评论写作的基本理念和写作难点，涵盖

了选题、角度、论点、论据、分析方法、论证方

法等许多重要内容；后者是他从其近年来发

表的上千篇言论中精选的 60 多篇评论作品，

让我们在阅读中感受到作者的独特视角与写

作风格。

新闻评论是对有价值的新闻事实发表意

见的一种应用文，它既要有思想性和理论性，

又要写得明白晓畅，通俗易懂。也就是说，一

篇好的评论必然是字斟句酌而写成的，语言

表达要准确、规范、严谨、平实，一个字词，一

个标点，都需要反复推敲，对表达能力的要求

还是比较高的。

如何才能让评论写得更有说服力、更具

吸引力呢？梁发芾认为，新闻评论首先要挑

好选题，即确定“写什么”，写什么比怎么写更

为重要。“选不好题目就注定写不好评论，写

得好先得选得好。”其次，一定要确立一个好

的新颖而精准的论点。第三，一定要找准角

度，这是评论者必须认真修炼的功夫。角度

既是观测点，也是侧重点。只有把握好这两

点，才可能写出好的评论。

梁发芾将新闻评论从种类上分为事件评

论、话题评论和思想评论。事件评论又分为

就事论事式评论和就事论理式评论，其观点

建立在新闻提供的事件基础上，要通过“摆事

实，讲道理”的方式，拿事实来说话，论证方法

也要有逻辑。特别是“就事论事式评论”写

作，是新闻评论写作的基础，考验一个作者的

评论写作功底。评论作者只有将新闻事件以

及与此相关的背景等真正吃透，才能看清问

题的本质所在。梁发芾认为，传统上对就事

论事的评论存在偏见，不重视对事件本身的

挖掘和分析，一味要求拔高或上纲上线，或者

得出普遍性的结论，这种看法并不可取。而

话题评论中，新闻事件只是为了引出话题，引

出话题，确立论点后，就不必纠缠具体事件，

可以进行更为宏观的评论。

新闻评论的论点是一个判断。梁发芾在

书中介绍说，事实判断是关于真与假、是或否

的判断，是有客观评判标准的。而价值判断是

关于对不对、好不好的判断，往往缺少客观标

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聚讼纷纭。角

度、立场不同，结论也则不同，我们通常以是否

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作为判断依据。

评论的论点必须靠论据支持，人们常说

“摆事实讲道理”，这里的事实就是论据，当然

论据不仅仅是事实，法律法规的条文，重要人

物的论述，科学理论的成果，都是论据。有多

少论据，说多少话。论据必须是真实可信的，

虚假的论据、想象的论据、伪造的论据都是评

论的大忌。

一 些 评 论 为 什 么 枯 燥 无 味 ，人 们 不 爱

看？梁发芾认为，主要是因为这些评论缺少

分析。在评论写作中，要对论点和论据进行

分析，如此方可骨肉丰满。以分析为主的评

论，实际上是新闻评论更高端的类型。必须

掌握的分析方法主要有相关性分析、因果性

分析和条件性分析，其他常用的还有数量分

析、性质分析、结构分析等。评论作者应该熟

练掌握这些分析方法，才有助于使评论文章

更有可读性，更有说服力。

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人人都

是评论员，各种观点激烈碰撞。面对大是大

非问题，一篇好评论应该旗帜鲜明地表明正

确的观点和态度。尤其在网上舆论被不良情

绪裹胁的情况下，评论尤其要起到“灭火器”

而不是助燃剂的作用，通过理性、冷静的分

析，明辨是非，阐发真理。

《以理服人——新闻评论写作难点分析》

堪称一部教科书式的评论专著，该书以问题

为导向，从新闻评论写作的实践出发，将丰富

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案例相结合，条分缕析，通

俗晓畅，帮助读者更好地掌握并提升新闻评

论的写作能力。

（《以理服人——新闻评论写作难点分

析》，梁发芾著，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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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省女作家黄璨的散文集《人间烟

火》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该散文集入

选由著名评论家古耜主编，张映姝、宁雨、黄璨

等十位散文女作家联手打造的“悄吟文丛”第

三辑。

《人间烟火》收录了黄璨二十余篇散文，分

为匠心、流珠、伴侣、光年四个篇章。作者深入

乡村的肌理和褶皱，关注农耕文明并由此构筑

伦理世界的纹理，深情打量乡村工匠、民间艺

人以及凡尘俗事，用满含慈悲的笔调，记录乡

村的呼吸与心跳，书写乡村的文化气质和传承

精神，向人们展现出普通劳动人民生生不息的

奋斗精神，以及蓬勃遒劲的生命姿态，从而唤

起人们对乡村遥远的怀想和对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精微的探寻。字里行间道出人生真味，情

感如流水涌出笔端，跃然纸上。

著名作家、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刘亮

程在推荐语中写道：“黄璨的散文从平常生活

细节中发现不平凡的诗意和意义，她有敏感的

文学知觉，有对故事细嚼慢咽的优雅耐心，因

此她的文字也需要细品慢读。”

黄 璨 ，祖 籍 湖 南 涟 源 ，现 居 甘 肃 金 昌 。

中 国 作 家 协 会 会 员 ，鲁 迅 文 学 院 第 32 届 中

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荣获第三十届“东丽

杯”孙犁散文奖，第五届、第六届“甘肃黄河

文学奖”。 （王 鄱）

散文集《人间烟火》出版

方继孝这部《北京红色文化的文学探寻》

令人耳目一新，叙述了 20 世纪一批作家在北

京的生活和创作片段，计有郭沫若、茅盾、周

扬、李六如、欧阳予倩、萧三、田汉、丁玲、邵荃

麟、姚雪垠、杨朔、田间、郭小川、朱子奇、马烽、

贺敬之和柯岩、徐光耀共 18 位名家。这些作

家都是近现代文学史上的坐标式人物，他们都

曾来到北京，或长期或短暂居住。96 岁的徐

光耀先生为此书作序说：“他们生活和奋斗在

北京，创作出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为新中国

的文艺繁荣做出过很大贡献。”

这些作家的代表作我皆曾拜读过，像郭

老的所有诗集、历史剧、文史类集子等，姚雪

垠的多卷《李自成》，茅盾、李六如、杨朔、郭

小 川 、徐 光 耀 的 小 说 诗 文 等 ，皆 曾 披 阅 。 由

此 可 见 这 些 作 家 的 作 品 对 我 们 这 一 代 人 的

深远影响。

历史人物是中国自古以来颇为重要的叙

述题材，有着绵延不绝的优秀传统，传世名篇

不绝如缕。

有“中国史学之父”盛誉的司马迁，其记叙

人物的七十“列传”，不仅在《史记》中极为突

出，其文学性尤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鲁

迅先生赞其“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关于

人物的笔记掌故，自司马迁之后，更是蔚为大

观，仅举清末民初时为例，写人物著称者如徐

凌霄徐一士兄弟、陶菊隐、郑逸梅、齐如山等，

再往下如徐铸成、邓云乡、张中行等，皆堪称大

家，文笔皆属上乘，引人入胜。

方继孝这部书，所爬梳的是新时代的人

物，正如他的书名所示，是“红色文化的文学探

寻”，固然不乏传统怀旧的遗韵，但完全是一个

新的起点，展示的是新的内涵。“北京是新中国

文学的摇篮”，这些作家中不少已有传记问世，

但方继孝的书之所以另辟蹊径，在于他的截面

构思，用他所珍藏的作家们的手稿、书信、手写

简历、文件等，连缀成一页页红色基因的烛光，

使读者感受到这些作家们不渝的信仰、真诚的

内心、奉献的情怀、坚贞的操守。这些资料内

涵丰富，有的是前所未见的史料，有的是不泯

的历史，也堪称是珍贵的文献，足以作为新文

学史料的弥补，对了解作家们的文学创作、日

常工作、生活交往有极大参考和研究价值。

该书有一页《作家探寻地》栏目，详列了作

家们在北京故居的地址和门牌号，有的作家故

居或旧居成为纪念馆，如郭沫若、茅盾等，一目

了然，按图持卷而去，也是一件有教育意义和

人文意义的乐事吧！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古人说知人

论世，其实完全做到不易。这部书，读之获益

良多，但亦有读过略感不足之处。

不知是否限于篇幅，王蒙、李国文、刘绍棠

等未收入，不免有些许遗憾。当然，名人传记

即便二三十万字也难免挂一漏万，些须篇幅内

简而扼要，突出重点，确非易事。也许作者还

会出增订版或续书吧，我们当翘首以待！

（《北京红色文化的文学探寻》，方继孝著，

北京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出版）

□ 朱小平

一道波澜壮阔的文化风景

古称“西域”的广袤地区，既有雄奇壮阔的

戈壁沙漠，也有富饶美丽的湖泊山川，更有勤劳

勇敢的人民。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

吹度玉门关。”李白诗里讲到的天山，就是横贯

新疆大地的标志性山脉。而万里长风吹度的玉

门关，位于新疆与甘肃的交界处——佛教艺术

圣地敦煌。这个著名的玉门关，在唐朝诗人戴

叔伦的诗里还是“国门”的象征：“汉家旌帜满阴

山，不遣胡儿匹马还。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

入玉门关。”这句“何须生入玉门关”显然是对汉

朝 著 名 军 事 家 、外 交 家 班 超 留 下 的 名 句 的 回

应。“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班

超这句话，透露出对家乡故园的无比眷念和对

国家使命的无限忠诚。

20 世纪初，由于清王朝的衰败没落，怀有

殖民野心的西方列强纷纷派人进入这片地广人

稀的地区从事地理测绘和考古发掘，为数众多

的古代文明瑰宝被洗劫，运往欧美诸国的博物

馆、图书馆。幸运的是，体量较大的寺院遗址、

佛教石窟、古代城堡等历史遗迹搬运不便，因而

得以幸存至今。

如果去新疆，都能看到什么东西呢？有三

大类型的东西可看。第一类是古墓地，这往往

是集体墓葬，所以说它有讲究，而且保存得也比

较好；第二类是佛教的石窟，石窟与各种壁画、

彩塑；第三类是城邦，各种古城的遗迹。

先说古墓，在观察古墓时，要注意它的结构，

有没有一个中心点，如果有，再判断它埋葬的是

不是国王，或是全国最重要的人，如果是，他会被

埋在中间，大臣或是普通的民众则埋在四周。

去新疆要看的第二大类是古城遗址。西域

地区的古城遗址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保存完好，

很多地方都没有经过后代的改造，视觉上也非

常震撼，它们所包含的历史信息非常丰富。相

反，内地很多古城经过了历朝历代不同的改造，

而且在战争中都已经被损毁了不知多少遍，远

不如去西域看到的古城那么完整、生动，我们甚

至都能识别出城市里的各种功能区，找到当时

的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家所留下的箭头、刀；看见

城里居民到哪里去取水喝，到哪里去乘凉。

比如去看高昌古城，或者交河古城，这两个

古城离得不远，但是由于它们的修建方法，现在

所能看到的状况就很不一样了。有的是以寺院

为中心，有的是以皇宫为中心，还可以看到附属

的各种建筑。

古城是人口聚居的地方，因为戈壁滩上的

生存环境很糟糕，要单独在外生存，是相当不易

的。所以人们便聚集在一起。比如精绝国，尽

管只有 500 户不到，但大家抱团取暖，形成一个

小国家。国家就得修一个都城，都城修起来，大

家就都住到首都来了，36 国就有 36 个都城。

因此到西域去，我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

城邦，既有汉式的——四四方方的古城，每一方

各有一道门；也有像交河故城的，修到山顶、高

台上的，那是为了方便防御，也因此，修的门、主

干道、各种布局都不一样。

去新疆参观、考察，能够看到的第三大类型

就是佛教石窟寺庙。新疆遗存的佛教石窟寺庙

特别多，而且造型很丰富，既有汉风的，也有当

地风格的，非常丰富。继续往西，就可以看到用

土和土坯垒起来的人造石窟。这和在内地看到

的，开在山崖上凿出来的石窟是不一样的，在戈

壁滩上、平地上，怎么造石窟啊？所以有的就挖

到地下去了，还有大量开凿在峡谷里的石窟。

然后你就看到了克孜尔石窟，到了南疆还

可以去看一些垒起来的特别的小寺院，这些也

都要归到石窟类型里。单单在龟兹地区，也就

是我们现在的库车地区，就可以看到至少 7 个

佛教石窟群，仅克孜尔石窟就有几百个窟。还

有库木吐喇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克孜尔尕哈石

窟、台台尔石窟……这些石窟可以帮助我们理

解内地的一些地方文明，因为你可以看到它们

在敦煌的影子，在凉州古城的影子，在云冈石

窟、龙门石窟的影子，这样一看，你就知道西域

的石窟艺术有多重要，因为它是中国石窟艺术

的源头。

在这些寸草不生、荒凉的古城遗址里，我们

还可以看到古老文明消失后沉重的身影。在这

些石窟里，我们更能看到人们的信仰和他们为

此而付出的代价，从此生出的灿烂花朵。

（《中国石窟之美：走进西域》，宁强著，中央

编译出版社出版）

□ 宁 强

走进西域探历史遗址

李学辉的《塞上曲》与先前作品《末代紧皮

手》《国家坐骑》共同构成了一个恢弘完整的“凉

州三部曲”，为河西走廊上这块瑰丽神奇、深具历

史底蕴的土地树碑立传。读完全作，笔者脑海里

时隐时现的是“寻根”这个历久弥新的文学思潮。

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根源是传承，以及同时代

作家之间的互相影响。《塞上曲》中细水长流般的

线性叙事，对历史中的生活细节进行了特别扎实

的史料考据与文学性的复现。

李学辉作品里的人物，总是在心中蕴藏着

某 种 追 求 和 期 望 。 主 人 公 穆 斑 蝥 即 使 面 对 着

必 然 性 的 早 逝 命 运 ，也 没 有 丧 失 对 生 活 的 希

望，无论是对吃喝的兴趣，还是从一草一木、一

事一物中发掘自然与生存的美感，都是人类生

活 中 最 本 质 性 的 东 西 。 萨 镇 淮 作 为 留 过 洋 的

火 药 专 家 ，因 与 上 级 关 系 不 睦 ，被 贬 斥 到 凉

州。在流放的命运里，他念念不忘制造出强力

炮 弹 ，以 抵 御 外 敌 的 侵 略 ，心 里 充 溢 的 是 对 社

会历史走向的忧虑。凉州火药局的军匠、教匠

这两位穆斑蝥人生中的长辈，身处风雨飘摇的

动荡时代，仍然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本分。他

们虽然不了解国际大势，但那份为国为民的赤

子 之 心 依 然 可 鉴 。 这 部 小 说 中 插 入 的 林 则 徐

因 虎 门 销 烟 ，被 贬 谪 途 中 经 过 凉 州 的 一 段 故

事 ，让 历 史 的 真 实 与 作 家 的 虚 构 相 结 合 ，这 种

虚实相间的叙述模式，清晰地展现出特定年代

的人情冷暖，世故人心。

也许有读者会疑惑，《塞上曲》中对于斑蝥弹

的描述，以及展现凉州风俗的很多药饮草木的描

写，是否带有脱离现实的神话色彩？罕见性的故

事，是李学辉小说中一个非常触目的叙事特征，

它引导读者在阅读中获取全新体验，体验真实生

活中永远不会经历的人生。更难能可贵的是，李

学辉的作品拾起了深具社会性、历史性兼具传奇

性的小说笔法，将逝去历史中迷雾一般的现实生

活再次铺展在读者面前。以古人的视角，写出了

历史的必然性。

在李学辉的小说世界里，穆斑蝥是一位贯

穿始终的核心人物。他的成长，一悲一喜，与生

存时空的交际，均以静水流深的笔法展现在读

者面前。让作者能够写出这种具有历史穿透力

的作品，阐释出历史的必然性，其根基在于对历

史本身的深刻理解。李学辉文字中的历史穿透

力，写出了每个人物对生活的希望，以及人性中

对善与永恒的追求。因此，在小说的结尾，穆斑

蝥 脱 离 了 既 有 的 生 命 轨 迹 ，去 向 南 方 ，追 寻 未

来。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给读者留下了思

索和遐想的空间。

总的来说，《塞上曲》是历史事实和文学想象

的巧妙融合。在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背后，凉

州广袤大地上的山水异景、风土人情，也被细致

入微地刻画了出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城市

景貌的沧桑变迁，才是构成大历史能够存在并绵

延的基座。基座组成者的悲欢离合，一代代的延

续，也是历史整体面貌的鲜明体现。

（《塞上曲》，李学辉著，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 程 旸

静水流深的历史穿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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