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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报道让各传媒充分展现职业水准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报道，其规模的宏大，面临事项的复杂程度，是我国传媒历史上没有遇到过的。各传媒

充分利用地域或人缘的优势，用尽浑身解数，把奥运报道算是做到了各自水准的极致。 
 

北京几家报纸的版面分析 
 

北京各主要大众报纸，这次为奥运贡献了大部分版面，除了常规报道外，均设置了专版，有的报纸每天还有

彩页。开幕第一天，《新京报》当天随报发放16开本的《北京奥运观战手册》（58页）；《北京青年报》随报发

放8开装订本《2008第29届奥运会观战指南》（40版，）；《北京晚报》设置“进场馆看奥运”专页16版，为北京

市民在整个奥运期间的观战，提供了集中而全面的材料，这个创意很好。从方便、实用的效果看，《新京报》16

开小册子最好使，基本是客观各项赛事的力量对比，自然会提到我国可能的夺金项目，但不是铺张宣扬，这样在

后来的该报报道中，说话就有了回旋余地。 
这次奥运报道，最卖力气的是《北京晚报》。它把原有专版的多数，都临时改造成了奥运专版，冠以“08奥

运”的前缀版题，例如“08奥运·奥运之城”、“～奥运文化”、“～北京故事”、“～交通气象”等等，充分

利用了奥运在北京这个地域优势。该报要闻版的新闻，也冠以“08奥运”的前缀，后面是“今日××”，今日金

礼、直击、争峰、传真、之星、风光、指南、点睛、互动、论语，等10个不同的报道切入角度。即使没有时间一

一细看奥运新闻，还可以从要闻版的最后一版“今日速读”中，了解一天的奥运要闻。 
该版的彩页，也是北京各报中最好看的。例如观众不大熟悉的中国马术运动员华天，通过8月11日主题“华英

雄”的三版彩页，文字与图相配恰当，读者通过图文很快便熟悉了他，觉得他距离自己近了。再如8月14日主题

“三面来风”的三版彩页，展现当今三位世界百米最快运动员的形象，文字与图片配合很好，使得他们在读者眼

中栩栩如生，好像近在眼前；主题“欧洲凤凰”的一版彩页，以火红作为背景，展现了女子七项全能的瑞典运动

员克鲁弗特如凤凰涅槃般的美丽，所附文字写得也美。 
该报发挥其北京人缘熟的特点，发表了多条其他报纸没有的新闻，例如《老布什递上手帕》的通讯，便是一

位击剑馆的新闻官员供稿，新闻细节抓得好；《两主席相约在京会见自己》的图片（摄影阎彤），国际奥委会现

任主席罗格和前任主席萨马兰奇与自己的蜡像合影的照片真是绝了，不看文字说明，搞不清楚哪个是真，哪个是

假。实习记者写的通讯《保安领路新西兰游客笑了》，也是抓住了细节：三个保安，懂点英文，半夜帮助新西兰

女游客在前门大街的胡同里三转两转，很快为她找到了所住的旅馆，然后消失在夜幕中……。 
《北京青年报》除了作为要闻的奥运新闻“瞰城”外，它的《瞰奥》奥运专页不仅提供奥运新闻，也有几个

版（规则、装备等）为读者提供了必要而及时的知识。例如举重比赛的杠铃设计、皮艇和划艇比赛规则和各种赛

艇的设计等观众陌生的知识。再如关于菲尔普斯的成功之谜，组织了一个整版分析，标题是《浑身是迷，如同大

西洋底来》（借用了一个70年代美国电视剧名字），北青报凭借对开报纸的大版面优势，将这些知识和科学的介

绍以大幅图画和示意图的方式展现，显得很大气，给读者留下的印象较深。 
《北京青年报》报道了赛场擦地板的志愿者，一局赛事擦八遍，这个一般记者很少关注的事情，北青报却做

了一整版。该报的通讯《达娃央宗，从圣火女孩到志愿奥运》，把读者带回18年前在西藏采集亚运圣火的场景，

很有历史意味。14日下午，北京突遇大暴雨加冰雹，该报选择了一个其他报纸都没有做的报道选题，即雨中的志

愿者。于是，15日A15版便有了组合通讯《雨中的彩虹》，图文并茂地展示了雨中志愿者的风貌。 
该报报道体操赛场和举重赛场的引导员、提包员（标题《退役老将，做志愿者一样圆梦》），揭示出他们是

以往有过很多业绩的退役职业体操、举重运动员！特大主题照片是前体操女运动员陈曦引导中国队入场，给我留

下了深深的印象。还有摔跤场上来自医务届的血污和汗迹清洁志愿者；射箭场上每天抱着箭筒往返于靶、射之间

的“跑步”志愿者；棒球、水球、网球的拣球志愿者，等等。给他们版面和形象，该报的报道平衡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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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的奥运要闻版题均为“奥运城事”，分为播报、揭密、民生、街区、热点、人物、世界眼、访谈

等版面。它的“揭密”独家新闻颇多，例如14日A07版头条《“空军一号”5天喝掉百顿油》，还配有漫画示意

图。再如16日A06版《奥运获奖证书5分钟内制成》，这个几乎被人们忽略的事项，被该报抓住，做出了文章，并

附有制作流程的示意图。这样的选题反映了当事记者的职业敏感。 
该报的专版《新奥》相当于“奥运城事·播报”的深度报道，根据比赛结果及比赛项目的不同划分为“看

版”、“金版”、“银版”、“铜板”、“枪版”、“球版”、“泳版”、“画版”、“羽版”、“剑版”、

“马版”、“杂版”、“普版”、“侃版”等。若追寻奥运新闻的详尽内容和背景，非《新京报》莫属。4开的版

面较小，但每个主题版面下，消息条数却很多，从标题看，报道视角有一定深度。例如关于台湾运动员的兴奋剂

问题，该报获得了最新的进展消息：他吃的是抗不育药，因为结婚以来9年没有孩子，已经吃了一年；甚至记者获

得了最后吃药时间是奥运前的7月27日！遇到事件，记者就是要这种穷追不舍的精神！ 
关于奥运交换纪念章的话题，我以为我写的这个话题的通讯（发在16日《体坛周报》）是第一篇，有些得

意。打开《新京报》16日的《新奥·村版》版，主题“我有佳章”，也是这个话题。看来，《新京报》的记者确

实在观察现象时眼睛挺尖。 
《京华时报》的奥运报道特点是实在，不是铺张。其要闻版的版名为“北京时间”，显然以时间取胜。有些

小消息，可以与《北京晚报》竞争，例如16日05版头条《外籍观众首获免费医疗救助》，以及二条《机场民警助

埃及教练寻回队服》，均为其他报纸没有的独家新闻。 
该报的奥运专版《赢在北京》，每天根据赛事选择一个首页主题，例如15日的主题为《进歌》。下分“今日

看点”、“中国军团”、“外国军团”三大部分。这个奥运专版的最后，有四五个版的不同风格的评论：赛评、

胡同、星语、闲篇、茶馆，由于请到了白岩松、莫慧兰等体育行家写专栏，还有平民百姓参与，评论作者队伍上

比《新京报》棋高一招。若想较为单纯地了解奥运新闻，《京华时报》最适宜，其评论调子不高，但京味十足，

北京的普通市民喜欢看。这个专版关于赛事的报道基调较为平和，版面编辑心态把握得好，新闻便写得有分寸

了。 

作为奥运官方会刊的日报《29th》，办的大气，报道把握平衡好，除了关注中国外，对于各路体育诸侯的报

道都较为充分，特别对小国、穷国的运动员较为关注。它每天的赛事资料极为详尽，这是其他传媒没有的。 
 

存在的问题 
 

虽然奥运报道逼着各家报纸全力以赴，创造了各报的最佳状态，但就存在的问题而言，也比较明显。 
第一，体育预测新闻中主观期待过分强烈，大大损害了传媒的公信力。体育赛事中变化万千，主观预测是传

媒报道的大忌，但是现在各报都不同程度地触犯了这个职业忌讳。奥运第一天的报道，有的报纸出版豪华彩页，

几乎理所当然地将首金赋予杜丽，特大标题，特大照片，顶天立地。结果，拿到上午报纸之时，恰好传来杜丽没

有拿到金牌的消息，两相对照，这时报纸在读者心目中是什么样子，可想而知。同类的期待性报道，后面仍然不

时发生。预测报道要留有余地，是体育报道需要谨记的训条之一。 

第二，金牌至上的意识过分强烈。除了《29th》这方面把握较好外，其他报纸不同程度地显现金牌主义的倾

向，不论是版面编排，还是预测新闻，采访、编排均以获得金牌为的核心展开，对于没有奖牌的项目，报道的分

量少多了。不言而喻，金牌具有较大的新闻价值，但并非最后名次的运动员没有新闻价值。新闻价值的要素很

多，少、与众不同、陌生、心理接近，等等，都具有新闻价值。我国参加了所有项目的赛事，但是很多没有获得

奖牌的项目，我国处于什么位置？想通过我们的报纸找到这样的信息，几乎是不可能的。传媒没有满足我国公众

这方面的心理接近的信息需求。《新京报》安排了“银版”、“铜版”，算是不错了，但是其银版、铜版的篇幅

之小，无法与金版相比。 
8月16日《北京青年报》的社评《如果杜丽没有拿到金牌》，写得很好，点出了我国的选手承受了过大的金牌

压力的问题。朱启南获得银牌不是高兴，而是难过得在领奖台上落泪；女子击剑获团体银牌，“某些人”没有向

主教练表示祝贺。作者引用中国队的外国主教练的话质问道：难道我们不是赢得了一块银牌，而是输掉了一块金

牌？不过，作者回避了传媒应对制造这种金牌氛围承担部分责任的问题。就在刊登这篇颇有思想的社评的版面

上，另一篇评论却继续制造金牌氛围，标题是“金牌排行榜与国民幸福指数同温”。少几块金牌，国民就不幸福

了？思想当然可以碰撞，但是评论版的编辑也得把握点“导向”吧。 
第三，有意不报我们认为的不好的消息，有违我方承诺的信息公开。如此大的赛事，什么问题都可能发生，

没有什么奇怪的。传媒报道奥运，当然同报道其他事实一样，客观报道是基本职责，即使发生的事实不令人愉

快。但是，这方面我们做得不够好。例如，开幕式上唯一的独舞节目《丝路》A角演员刘岩，排练时因设备协调不



当意外摔伤，高位截瘫。这一事实在开幕式的报道中多数报纸不报，只有《京华时报》没有冷藏这则新闻。刘翔

没有选上奥委，22日的报纸只有《新京报》报道了。鼓楼发生凶杀事件，被害人一死二伤，我们只报道了美国人

一死一伤，中国女导游之伤，不见报道。死伤者是美国男排教练的岳父母，我们没有任何美国男排关于这个事情

的反映，这从人道主义角度也是讲不过去的。后来，因为外媒说女导游身亡，为了辟谣才报道了她未死的消息。

类同的事情奥运期间发生了多起，我们仍然习惯于老一套管理信息的方式，以为只要我们不报道，别人就不知

道。其实，凡是这类我们不主动报道的消息，国外传媒传得越快，待到全世界都在传播的时候，我方才被迫发

言，很被动，即使解释的全是事实，人家也不信，因为先声夺人。最终，吃亏的是我们自己。 
第四，传媒热衷于报道金牌运动员的隐私，制造传媒事件，很不应该。当然，这不是所有传媒，但数量也不

少。例如某位运动员的不雅的绰号，违背当事人初衷、发动替某位运动员寻找出走的父亲的运动，还有一些属于

运动员纯粹个人隐私的事项，一度在传媒上传播。若不是被制止，还不知会炒作成什么样子。这反映了我国的传

媒在职业道德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问题，需要学会通过自律（这次是通过他律制止的）解决传媒自身的问题。 
总之，这次奥运报道比往常好看得多，这是可喜的，但同质化也很严重。编得再好看，看任何一份报纸，就

主要奥运新闻的获悉而言，已经足够了。问题是如何报道出各自的特色和不同的视角，以满足不同层次、偏好的

读者群。在这个问题上，各报拉不开距离，在金牌报道的版面上，似乎都用劲过大了。报纸竞争在于如何挖掘出

较新的报道话题，开阔读者关于奥运的眼界，这方面尚需要努力。 
 

 

补充 
这次奥运报道的信息开放总体说不算，我国经受了开放信息的考验。当然，从新闻传播控制角度看，仍然存

在较多的遗憾。我们承诺信息公开，其内涵不仅是允许外国记者自由报道中国公开发生的事实，也包括中国传媒

自身主动报道奥运期间发生的突发事件。但是，我们仍然受到原有思维习惯的影响，完全遮蔽了奥运期间发生的

几次很小规模的外国藏独分子的示威活动，全世界的传媒都报道了，唯独事情的发生地中国的传媒均默不作声。

中国在这样的小事情上，至少有失大国风度。我们既然宣布了外国记者可以自由采访任何人和单位，就不该做小

动作，把外国记者想采访的人转移到别的地方，而且这个主意还是宣传部门的某位领导人出的，这种没有自信和

侵犯当事人权利的做法，恰恰给国际传媒提供报道中国发生的奇怪事实的新闻线索。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党的部门负责人这样对待我们自己制定的法规，带了一个很不好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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