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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9_A6_E8_B5_84_E6_c39_543670.htm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

，开了头就不难。写文章也是一样，关键是开好头。不少同

志起草行文感到开头很难，好长时间写不出一行。怎么办？

我通过对建国以来全国通讯名篇的研究，认为其开头的写法

可归纳为十五种。现介绍如下： 抒情式 这是第一种，其写作

特点是： 饱蘸笔墨，满怀激情； 捧出一盆火，温暖读者心。 

魏巍同志撰写的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开头采用的就是

这种手法。该文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

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

；它使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

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

我越来越深刻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谁是我们最可爱的

人呢？当然，我们的工农群众就是无比可爱的；可是这里我

想说的是他们的子弟，那些拿起枪来献身革命斗争的工农子

弟，那些为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士们，我感到他们是最

可爱的人。 也许有人心里隐隐约约地说：你说的就是那些“

兵”吗？他们看来是很平凡，很简单地哩。既看不出他们有

什么高明的知识，又看不出他们有丰富细致的感情。可是，

我要说，这是由于他跟我们的战士接触太少，还没有了解到

我们的战士，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

是那样地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地纯朴和谦逊，他

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 让我还是来说一段故事吧。

” 读到这里，你能不被作者的激情所感动吗？你能不情不自



禁地把通讯看下去吗？ 描写式 这是第二种。其写作特点是： 

语言生动形象，景物跃然纸上； 吸引读者视线，给人深刻印

象。 通讯《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开头采用的就是这种手

法。该文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千钧一发。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

十八日早晨，白雾茫茫，细雨蒙蒙。在湖南省湘江东岸枫叶

红艳艳的群山之间，满载旅客的282次列车由衡阳北上，风驰

电掣地向前飞奔。列车鸣着长长的汽笛进入了两山峡谷中的

一个急转弯。一队炮兵战士拉着驮炮的战马，正沿着铁道东

侧迎面而来。万万没有想到，一头高大的驮着炮架的黑骡被

震耳的汽笛声惊怒，闯上轨道，站在铁轨中间，驭手使尽全

力猛拖缰绳，黑骡纹丝不动。列车以每小时三十公里的速度

向这匹黑骡冲去，相距只有四十多米，停车已经来不及了。

老司机王治卫只觉得“翁”的一下，全身血液涌上头顶，他

拉开紧急制动的“死闸”，势如雷霆万钧的惯性力仍然把千

吨重的列车推向前去，车厢猛烈摇晃震动，车轮碾轧的铁轨

吱吱尖叫。一场灾难眼看无法避免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

刻，从部队的行列中猛然冲出一个战士，他奋不顾身地跃上

铁路，抢在机车前面，用尽全力把黑骡推出铁道之外。无法

避免的事故避免了，旅客和列车得救了！但是，这个伟大的

战士却被迎头撞到在火车轮下！⋯⋯湘江水滚滚北流，巍峨

的衡山高耸入云。江水唱着英雄的战士，高山赞佩英雄的战

士！一个战士倒下了，几百个人的生命得救了！一个年轻的

共产党员牺牲了，一个光辉的名字欧阳海铭刻在人民心上！ 

这个见义勇为、舍己为群的英雄战士欧阳海，是某部三连的

七班长。他把自己暂短光辉的一生献给了人民，正如他生前

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我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战，为人



民献出问心无愧的一生！” 读着这生动形象的描写，你心里

能不激动吗？你的视线能轻易离开这篇通讯吗？你不想了解

我们的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是如何成长的吗？ 书信式 这是第

三种。其写作特点是： 采用书信方式，报道所见所闻； 尊称

读者兄妹，倍感亲切感人。 杨刚同志撰写的通讯《毛主席和

我们在一起》，开头采取的就是这种手法。该文的开头这样

写： 亲爱的上海兄弟姐妹们！ 我必须把这篇通讯直接写给你

们，才能把这一次首都人民庆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上的

一切尽可能真实地传达给你们。说尽可能真实是容易的，要

做到可是很难。因为10月1日这一天是太伟大，太丰富了。甚

至在今天，二十四小时之后，它的余风还在。街上还是红红

绿绿的舞蹈队，秧歌队，游行队。二十四小时之后，依然满

街都是红旗，都是锣鼓。从湖北来的老先生、老太太摇头赞

叹，说昨天那一场大会是“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从

上海来的老先生说：“啊，总算活到这一天，见到了！”从

华北来的人激动得发不出声音，只是连续地、低低地赞叹：

“啊，好伟大啊！好伟大啊！”从华南来的人也说：“这是

有生以来没有见过的啊！”上海的兄弟姐妹们，那么晓得陈

毅市长。昨天，陈市长望着天安门前红旗的大海激动地说：

“看了这，总算是此生不虚了！”这是确实的。昨天天安门

广场的大会完全具体地表现了一个初诞生的新国家的气象和

本质：伟大，庄严，团结，民主，尤其是领袖与人民融合一

致。它使人人相互亲爱，使人人要求向上，要求自己学好。 

听着这亲切的称呼，看着这生动的描述，你能不为我们伟大

祖国的诞生而欢呼吗？你能不想知道在这伟大的时刻，毛主

席和他们怎样在一起的吗？如果你是上海人的话，能不感到



自己的代表和毛主席在一起而幸福、而高兴吗？能不因此更

加如饥似渴地阅读全文吗？ 对话式 这是第四种。其写作特点

是： 洗耳恭听对话，再现采访现场； 好似置身其中，倍感真

实可信。 喻权域同志撰写的《快乐的女社员》，开头采用的

就是这种手法。该文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小喻，你到哪里

去？” 在去新民村的路上，听到有人这样招呼我。我掉头一

看，原来是新民村农业合作社的一群女社员。有扎着辫子的

年青姑娘，有牵着小孩的大嫂子，也有梳着发髻的老大娘，

⋯⋯.一个个兴高采烈，嘻嘻哈哈，好不热闹。 “就到你们村

去。”我说，“你们到哪去了来？这么大一群，好象⋯⋯。

” “要问我们吗？哼！”领头的曾玉清把两个小辫一甩，说

道，“我们都是第四队的女社员，全社第一个收完小春的就

是我们。今下午没事，才去街上看了卫生展览回来。” “第

一个收完小春，”我想，“有意思。”便和她们走到一起，

边走边打听。 ⋯⋯ 你听，他们一问一答。聊的多么火热？如

果我在现场的话，一定要听听他们继续聊下去的内容。你呢

？ 倒叙式 这是第五种。其写作特点是： 由近及远，很有实感

； 吸引读者，阅读全篇。 魏刚焰同志撰写的通讯《红桃是怎

么开的？记党的忠实女儿赵梦桃》开头采用的就是这种手法

，该文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七日的下午

，汽车，人流，向咸阳市专署礼堂门口涌来。由陕西人委召

集的表彰赵梦桃及赵梦桃小组先进事迹大会就要开始了。 天

空的电波，地面的电线，讲台上，人丛里，回响着这个二十

八岁细纱女工的名字赵梦桃。 她，不在主席台上，不在观众

席里，她，在哪里呢？ 在军大医院三楼最边的那个窗户下，

她躺在病床上。 花瓶里面插着红丹丹的花束，不知是哪个护



士特意为这个节日找来的。房间里，只听见收音机里嗡嗡的

交流声：再有几分钟大会的实况广播就要开始了。她半仰着

，神情严肃专注，象是要从电波的声音里，听出那熟悉脚步

、笑音、语声来。 钟声响了三下，收音机里传来了庄严的军

乐。她凝视着瓶中的红花，只觉一股暖流冲上胸口，在耳边

，又响起那辚辚的车轮声⋯⋯ 读完这个开头，你一定和我一

样发问：赵梦桃是什么人？她一个二十八岁的细纱女工，有

什么功劳值得如此大表彰而特表彰呢？随着“那辚辚的车轮

声”，你肯定想弄个水落石出的。 摄像式 这是第六种。其写

作特点是： 景物摄入镜头，然后一一分放； 领略时代精神，

犹如身临其境。 中国青年报记者撰写的通讯《为了六十一个

阶级兄弟》开头采用的就是这种手法。该文的开头是这样写

的： 1960年2月3日，农历正月初七 现在整整是下午四点钟 在

首都王府井大街，车水马龙，热闹繁忙，商店穿戴着节日的

盛装，人们满面春风地东来西往。就在这王府井北口八面槽

的路东，有一家门市很小的国营特种药品商店。这时候，营

业员们在笑盈盈地答对顾客，办公室里，算珠响个不停，快

下班的，正忙着结帐。忽然，有人兴致勃勃地拿来一大把红

红绿绿的票子： “同志们，今晚政协礼堂有精彩晚会，首都

商业职工春节大联欢！” “好哇！”大伙乐的嘴都合不上了

。 ⋯⋯。 陡然，办公桌上的电话，响起了十分紧促的铃声，

戴近视镜的营业员老胡，一把抓起听筒： “喂，哪里？” “

长途！我是中共山西平陡县委，我们这里有六十一名民工发

生食物中毒，急需一千支二基丙醇，越快越好，越快越好！

”听筒里的声音十分响亮而焦灼。 ⋯⋯ 读到这里，我们似乎

看到，在远离祖国首都的千里之外，有六十一名阶级兄弟的



生命危在旦夕，成百上千人心急如焚，一场抢救生命的战斗

正在进行。他们向首都求援，首都有关部门将如何办？这六

十一个阶级兄弟的生命究竟救下没有？这一幕幕的战斗情景

，谁能不争先恐后目睹呢？ 哲理式 这是第七种。其写作特点

是： 喻事、喻人，浅显、易懂； 一个深奥的道理，三言两语

讲清了。 李峰、余辉音同志撰写的通讯《“一厘钱”精神》

，开头采用的就是这种手法。该文开头是这样写的： 一厘钱

，最勤俭的家庭也早已不放在眼里。可是却有手经百万元的

厂长、会计、供销人员和长年给国家创造财富的工人，为少

花一厘钱，给国家多积攒一厘钱，算盘打了又打，潜力挖了

又挖。 这儿写的，都是工业生产中的这类一鳞半爪。但是，

它闪烁着社会主义建设真理的火花。 是的，如今一厘钱算什

么，谁能把它放在眼里呢？可是，作者却在这小小的一厘钱

上做起文章来了，并给它戴上“闪烁着社会主义建设真理的

火花”的桂冠，你说怪也不怪？他们说得是否有道理？你不

想知道吗？ 故事式 这是第八种。其写作特点是： 新闻内容，

故事手法； 童话寓言俱全，让人手不释卷。 华山同志撰写的

通讯《童话的时代》开头用的就是这种手法。该文的开头是

这样写的： 传说有一条龙，它把头伸进黄河，就能把洪水吸

干，它在天上打个喷嚏，普天下便是和风细雨。 可是这条龙

，水量很大，性子更是暴烈，常常一埋下头来，就连地皮也

吸干了。一旦脾气发作，又吼的满天雷雨，一瞬间洪水遍地

，还是不住地倾泻下来。 几千年来，人们又怕它，又离不开

它，总是想尽办法去感动它。每逢秋收以后，黄河沿岸到处

给龙唱戏、祭酒，到处把一筐筐的肉和馒头，抛进黄河里去

。人们用一切想得到的办法，表示满心的恭敬和虔诚，哪怕



老婆孩子都随着茅舍的房顶漂走了，心里也不敢有半点怨言

，惟恐眼泪触怒了它。 可是年复一年，龙的脾气总是暴怒如

雷，黄河两岸总是旱灾接着水灾。 什么时候咱能有这么一条

龙，它的水量如海，却有一副好脾气呢？ 人们乞求了好几千

年，盼望了好几千年，总找不到一条好脾气的龙。 今天才发

现，这样的龙就是人民自己。 正是我们自己，要在六年以内

，修起一座大水库来，把大半条黄河的水全给装住，就像童

话里的龙那样。 自然这条“龙”和人民这条“龙”开战了。

人民这条“龙”要锁住自然这条“龙”，可自然“龙”怎么

甘心服服帖帖地让它锁呢？斗争肯定是激烈的，你死我活的

。你不想知道它们斗争的情况和结果吧？如果想的话，且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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