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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你好！徐勇，再见！》H5产品的文字整合

专题研讨

徐勇离世不仅是新华社的

损失，也震动了几乎整个国内

媒体圈——2019 年 11 月 21 日

开始诸多追思、回忆他的文章

在朋友圈刷屏。而我正是通过

这些文字才认识这位同行、这

位前辈。大家的文字让我情绪

涌动。25 日领到 H5 产品制作

任务，我需要整合梳理这些纪

念徐勇的文章，构成H5的文案。

一开始颇有些摩拳擦掌急不可

耐，原以为，自己能通过别人的

文字还原出心中的感动，让更

多非媒体工作者了解记者徐

勇、编辑徐勇、专家徐勇、好人

徐勇，可实际看了诸多纪念文

章深受感动却一时不知从何着

手……深受徐勇其人其事感动

的我，感觉有很多感慨想要表

达，可真的到了需要自己带着

做产品的“目的”去梳理文字

时，反倒像戴上了镣铐，因为不

知从何说起、因为不能完完全

全表达自己的情绪而焦虑。

多感人的片段、多细微的情

节，都想放进去，因为觉得哪怕

少了一个都无法展现徐勇的

好。但又深知仅仅将这些文字

堆叠到一起，并不能把情感和

景仰一同放大，反倒显得漫不

经心，甚至还会有些傲慢，更别

说做文字提炼了，这样既是对

这项“任务”的不负责，也是对

自己心中情绪的不负责。这就

需要用更多理性的眼光去对待

文字，就像徐勇说的“不要色

彩”。我自然做不到他那样的

“画风”，但力求保留素材“原

味”，只是有选择性地组合起

来，尽可能拼凑、还原出感动。

头一遍看完六篇文章之后

拎出了“质朴”“犀利”“温暖”三

个词表达我的感受，用徐勇的

话讲可能只是“色彩”，果然领

导看后评价“还不能把我看

哭”。后来同事换了个角度，把

我写的形容词换成了“为人”

“为师”“为友”，不再是“色彩”

而是徐勇说的“骨骼”“轮廓”。

文字框架基本完成后，这个

时候要做的是依着这三个点去

“回填”细节。又难倒我了——

太多东西想放进去，徐勇说的、

别人说的，都想要。在纠结与

挣扎之后，我最终选择的标准

是“真实的细节”。怀念徐勇的

文字中有特别多的感慨和溢美

之词，但真正动人的并不是“我

觉得”如何，而是“他做了”什

么。徐勇身上真正能打动人的

事迹，恰恰就是他在工作中表

现出的专业与坚韧，以及在生

活中带给身边人的那份温暖与

执着。“批评”是从专业的角度，

“指正”是为了后辈的成长，自

掏腰包是为了不让老同志心寒

……所有人们口述的事实细节

是我能选择的最好素材。

（作者为新蓝网-中国蓝新

闻客户端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