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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新闻的“硬化”报道

——谈非事件新闻的操作 

作者： 樊道福 程立君  

关键词： 非事件新闻 软新闻 新闻报道┊阅读：215次┊ 

事件性新闻是指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的突发事件或含有实质内容的信息报道。这类新闻有着明显的新闻特

征，时效性较强，易于被人直观发现，也容易操作。而非事件性新闻即软新闻是以生产、经营、科研、学习和其他各项

工作等方面取得的成就、经验和做法等为内容的报道。此类新闻题材本身不是最新发生的，而是已经存在一段时期。它

没有完备的主体内容，事情的发生、发展过程没有时限，它所报道的事实的“新闻质”是隐性的，这些决定了此类新闻

的报道难度。 

然而把软新闻进行“硬化”报道，使软新闻即非事件新闻经过“硬化”操作之后，便像硬新闻（事件性新闻）那样显示

出较强的时效性和新鲜感，它的操作手法正是本文所探讨的内容。 

一、寻找新闻由头，使“旧闻”变新闻 

新闻事实要求有比较明显的变动性和时间概念，而非事件性新闻在这两方面的表现却不充足，因而写出来就会“不像新

闻”。所以，寻找非事件性新闻得以成为新闻的缘由，就显得格外重要。在我们的宣传报道中，非事件新闻特别是一些

宣传成就的报道，常不注意抓新闻由头，只用“近些年来”、“近年来”、“今年以来”、“新中国成立50年来”或者

干脆连时间要素都不提，直接从几年甚至十几年前讲起，而不是从事实的最新态势切入，形成了一种“总结语言+成绩罗

列”的报道模式，这样给人的感觉一点都不象新闻。然而，如果从事件渐进性的变动中，发掘出最新的变动，以新的变

动作为由头，就可以突破这一报道模式，可以以新代旧，由近溯远，吸引观众，增强新闻的可信性、保持新鲜感，有利

于主题的表达和深化。 

上海东方电视台的电视新闻片《外滩：悄然崛起的上海金融街》（获1994年第五届中国新闻一等奖），讲的是作为中国

金融业窗口的上海外滩发生的历史性巨变。记者就很好的运用了新闻由头，使成就性新闻报出了特色。开头记者这样写

道： 

昨天记者在拍摄上海外滩时，一个境外游客的身影吸引了我们，只见他像回家一样走进花旗银行设在外滩的自动柜员机

中心，片刻不到便取出一张可代付人民币的票据，这位纽约客体会到了外滩和国际接轨的便利。 

记者就是抓住这一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的新鲜事实作为切入点，以此为新闻由头代出全片，既体现出报道的新鲜性、时效

性，又对观众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 

在具体的寻找新闻由头的操作过程中，要注意（一）要从事物的变动中寻找新闻由头尽可能由近及远，找一个最新的、

时间概念较为明显的事情作为新闻由头。（二）以作者现场观察到的材料作为带动其他材料的新闻由头。（三）避免陈

旧的时间概念，善于发现新事物，以有新意或受人关注的新闻事实为由头。 

二、寻找典型环境，发挥声画结合优势，突破时空限制 

非事件性新闻时效性较弱，它所报道的内容跨度较大，许多新闻事实已经是“过去时”，无法再现，也不便采用“补

拍”、“摆布”一类有悖真实的做法。那么，应该如何报道呢?这便需要我们用心思考，寻找最具体代表性的一幕——典

型环境，即典型很可能重现的有代表性的场景。 

由于注重新技术的推广、重视水利建设、实施种子工程等因素，焦作市夏粮生产连续11年获得丰收。报道这一事实，时

间长达十多年，在这样大跨度的时间背景下，如果用常规手法去报道，虽则报出了事实，但很难解决采访的现场性与典

型的历史性的矛盾。如果我们跳出新技术推广的过程、水利建设的场景、选取农民卖粮高潮这一天的典型环境、在画面

上和文字表达上展现丰收的粮食和喜悦的农民，并配以送粮农民的同期声，从不同侧面追述，这样不但使画面优势得到

了很好的体现，而且也在一个特定时间里，一个典型环境中反映了大范围、大时间跨度的典型事物，从而取得以空间换

取时间、以一个场景换取多个场景的好效果。 

同期声的使用打破了画面不能表现过去、不能表现抽象概念以及心理活动的局限性，不但弥补了缺少现场图像的遗憾，

也增强了新闻的可信度，使观众产生了参与感。所以，在软新闻的“硬化”过程中使用好同期声也是一个较好的处理手

法。 

三、运用隐性采访手段，进行“亲历”式采访，使“非事件”显现“事件”特色 

在“亲历”式采访中，记者一般不暴露真实身份，而是要充当另一种特殊的身份。根据现实生活中的大量存在的非事件

性新闻素材，依照一例事实的样子，模拟某一事件的整个过程，从而拥有了具体的起始时间、地点和生动的过程，让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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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作者：韩鸿┊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 新闻播音的感召力 

作者：时岱┊ 2005-11-28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信息价值的认识，

以及社会、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我

们的新闻播音注重了“大容量”的“快

节奏”。这种适应现代社会应运而生的

“快节奏”播音应当给予肯定，但必需

强调鼓动性质和感召力。新闻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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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难以具备完整始末的事随着采访者的“亲历”而显现新闻。《新闻出版报》曾载文介绍记者运用“隐性采访”手段进

行“亲历”式新闻采访，模拟菜贩一天劳动全过程，采写反映“菜篮子”中间环节加价现状的非事件性新闻报道——

《记者贩菜记》。在报道中，记者以无容争辩的事实，活生生的展现出鲜菜从菜农到城市居民菜篮子，中间环节加价过

高的现实，在社会各阶层引起了强烈反响。分析这则新闻报道成功的原因，可以说运用“亲历”式采访的方式是成功关

键。 

四、运用分析思维方法，从非事件性题材中选取一件能集中反映共性的“事件性”事实 

在工作实践中，许多“非事件”题材本身具备“事件性”的事实，这时便需要运用分析思维的方法，从非事件性题材中

选取生动具体的、能集中反映共性的“事件性”事实进行“硬化”报道。即从大量非事件性素材中，“抓取”一件能够

集中反映新闻主题，有头有尾的情节化事实，深化主题，巧出角度、小中见大，窥一斑而见全豹。 

1996年，我台在策划“来自河南轮胎厂的报道”、“大看台”等几组反映搞活国有大中型，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提高企

业经济效益的系列报道时，便采用了抓取典型例事报道重大主题类非事件性新闻的方法。记者选取了“河南轮胎厂四单

位分离、划企业包袱为企业财富”这一例事作为开篇报道，继而进行了连续报道，在社会上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引

起了很大反响。这组报道的成功，就在于当初报道时找到了河南轮胎厂加强企业管理的“例事”，捉住了事件，极大地

方便了观众透过事件进行思考、判断和选择，其指导性显然优与大而化之的综合报道、空洞的工作部署新闻及重复老套

的“领导人”强调，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作者单位：河南焦作电视台4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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