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讣闻报道是美国几乎所有报纸的家常菜。在过去的中国，只有那些名人或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去

世，才有可能以新闻形式见诸报端。上个世纪80年代《光明日报》曾作出副高职称以上人员逝

世方可见报的规定。即使有资格见报的人，除去那些名人，也按官阶大小给予不同的篇幅，大

多数也只是简单的生平介绍，千篇一律，枯燥而单调。而美国却不同，报纸对一个人的过世，

不论是名家显贵还是平民百姓，只要他的一生有特色、有亮点，都可成为报道的对象。  

2005年3月29日，中国也出现了刊发普通人逝世新闻的版面——《新京报》的“逝者

（OBITUARIES）”版。据笔者观察，“逝者”版是中国大陆第一个专门定期做整版的，目前也

是惟一的每周定期出版的讣闻版，就此而言，可说是对中国讣闻报道的一次突破。 

一、“逝者”版的运作 

目前国内几乎所有报纸的讣闻报道都遵循这样的模式：放在哪个版和什么版位，字数，是否刊

登图片以及图片数量、大小，都按照相应的规定予以安排，一般不能超规格发布；标题没有个

性；正文一般是概括性的叙述或评价，缺少细节。 

地方领导干部逝世新闻的发布规格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军队军以上干部逝世新闻的发布规

格由解放军总政治部决定，统战人士逝世新闻的发布规格由中央统战部决定。无论地方干部还

是军队干部，其逝世新闻均由新华社发通稿。  这种安排表现出很强的政治性，讣闻见报因此

成了一种政治待遇，而逝者的政治地位成为一种重要的编排和报道标准。 

据“逝者”版编辑介绍，《南方都市报》的深圳新闻版组也在做“逝者”，是一个栏目。国内

其他媒体也有做讣闻报道的。《新京报》的“逝者”刚开始是在“北京·社区”版作为一个栏

目出现的，做了五六期后反响不错，遂决定做整版。目前《新京报》初步决定“逝者”版不刊

登广告，但与搜狐、网同等两个网站有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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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逝者”版每周二刊出，一般整版由多篇报道不同人物的稿件组成，其中有一至两篇大稿

（1000字左右，有小标题），有的稿件仅400余字；版式追求变化，不死板。而《纽约时报》

“OBITUARIES”版，迄今已有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其出版频率更大，周一至周五刊出。 

“逝者”版的每一篇稿件，由四至五部分组成：标题（无引题和副标题），配图（有的没

有），导读（系一句话，含逝者死因，仿宋体），逝者简介（共四项：姓名、年龄、性别、籍

贯；刚开始有“死因”一项，后取消），然后是正文。 

据“逝者”版编辑介绍，关于稿件的采写，《新京报》建议记者看翻译过来的国外同类作品，

但要求记者不要模仿。稿件的采写和编发，须征得逝者家属同意，如果逝者家属反对，则不做

报道。主要是采访亲友，刚开始联系采访对象时，大多不愿接受采访，看了“逝者”版之后，

觉得在报纸上刊发报道是一种很好的怀念方式，便接受采访，并同意见报。 

需要注意的是，给逝者一个恰当的结论性评价是比较难的，因此不宜对逝者做批评性评价，只

能通过陈述事实让读者品评，否则可能因不当评价引发逝者亲友与报社的纠纷；因火灾、交通

事故、坍塌等突发事件和犯罪事件致死的逝者稿件也不宜过多，否则不但有违“正面报道为

主”的方针，也容易造成读者对社会的过于消极的印象。 

二、“逝者”版的特色 

由于报纸定位、办报理念等的不同，《新京报》“逝者”版与党报的讣闻报道明显不同。 

首先是报道对象的范围不同：党报一般不刊登普通人的讣闻报道，因为他（她）们的政治地

位、级别不够高。而“逝者”版的报道对象比较平民化，基本上都是普通人，不论身份（原志

愿军副营长，报亭老板，保洁员，建筑工人，退休工人，印刷厂副厂长，家庭妇女，教师

等）、年龄（有老人，有小孩，有青年）、性别、死因（正常死亡居多，也有非正常死亡

的）、逝世时间（一般是一个月之内逝世的，侧重一两周之内。如果时间过近，采访有难度，

需要缓冲期）。但由于《新京报》是立足于北京的新型时政报纸，所以“逝者”版报道对象须

与北京有关，最好是北京人，以拉近与北京地区读者的距离，这符合接近性这一新闻价值要素

的要求。 

至于名人与“特殊人”的讣闻报道，则安排在其他版，这样处理有两个益处：一方面可以及时

以大篇幅充分报道，另一方面又不会冲击“逝者”版的用稿风格。如著名学者费孝通逝世的新

闻，被《新京报》安排在2005年4月26日的“中国新闻·关注”版（两个整版）。而同日出版

的某中央级党报，仅依照惯例在一版刊登了来自新华社的1条短消息。 

其次，在报道手法上，《新京报》“逝者”版在追求新闻性的同时，完全抛弃了传统的讣闻报

道模式，讲究可读性，特别强调故事性，对逝者不作平白介绍，拒绝记流水账式的报道，标题

往往反映逝者个性或细节，文字比较优美，截取人生故事中最有特色的片段，通过细节反映逝

者的特点，通过展现逝者一生中的亮点，拨动读者心弦，弘扬真善美，既悼念逝者，又启迪生

者，感动读者。 

如2005年4月12日的《距离幸福只差两天》，其结尾就很感人—— 

平时，黄霞咳嗽一声，杨华洪听见了都会跑过去嘘寒问暖，但10日中午，杨华洪躺在一个推车

上，任由黄霞抱着他哭得撕心裂肺，也毫无反应。（黄霞系逝者杨华洪妻子——笔者注） 

《新京报》“逝者”版与《纽约时报》“OBITUARIES”版相比，既有相同之处，又有自己的特

色。 

在图片的使用上，《纽约时报》“OBITUARIES”版采用生活照，“逝者”版则对图片进行了加



工，不是方形照片，而是椭圆形的，黑白版，符合中国在瓷板上画椭圆形遗像的传统，带有炭

笔画味道，比较素，不求抢眼的效果，而是注重生命本身，通过文章打动读者。 

在记者队伍方面，《纽约时报》有专门的讣闻记者，而《新京报》目前还没有专门的讣闻记

者，主要是社区记者和社会新闻记者在采写，但也鼓励所有记者采写。和《纽约时报》的编辑

们一样，《新京报》领导和编辑对此版高度重视，希望做大，因为此版完全契合该报追求人文

关怀的办报方针。 

三、“逝者”版的未来影响 

从读者反响看，正处于尝试阶段的《新京报》“逝者”版赢得了读者的认可，尤其是文化界人

士积极主动报料，希望通过在该版刊发报道的形式，纪念逝世不久的亲友。我们可以推测，在

不久的将来，《新京报》“逝者”版的操作手法和理念，会像气象新闻专版的普及一样，在中

国大陆逐渐推广，并继续发展变化（如：刊登相关广告，增加版面）。                    

附录：“逝者”版2005年5月17日文章 

天使过早回归了天堂 

  11岁的男孩交通意外中身亡，亲人眼中，他是上帝带给他们的天使。 

  逝者：彭宇哲 

  性别：男 

  终年：11岁 

  籍贯：陕西 

  学习、运动、玩电脑游戏……不管做什么，彭宇哲总能给人惊喜。 

  1.5米的个儿，小平头，胖胖的小脸儿上总挂着太阳般的微笑。姨妈说彭宇哲是上帝带给

他们的天使，只是回到天堂的时间太早，让他们无法接受。 

  5月6日，当彭宇哲高兴地和父母、爷爷奶奶开车到十三陵水库玩时，悲剧发生了，他们所

坐的捷达车冲出大坝，栽进了水库。不善游泳的父母获救了，但游得很棒的彭宇哲和爷爷奶奶

却没能逃出来。 

  同先生是彭爸爸的同事，两家都住在北苑家园清友园14号楼。出事的前一天晚上，彭宇哲

还跑到他家去玩，听到出事的消息时，同夫人当时就哭了。 

  同先生印象最深的是彭宇哲的聪明，“他做出来的奥数题我们几个大人都想不出来，他念

出的英文单词好多我们都不知道，打PS2游戏时，也总是他赢。”在同先生眼里，彭宇哲是个

很有天赋的孩子，不管做什么，都很拿手。 

  因为被班里挑选出来演奏乐器，每天早上6时，彭宇哲就早早起床，轻轻地打开姨妈和父

母的房门，探着小脑袋看看，然后又轻轻地关上门，坐到阳台上练习乐器。姨妈说太吵，他就

会乖乖地跑下楼去。 

  姨妈说，彭宇哲特别喜欢吃肉。“也许他是菩萨身边的金童，在那边吃素吃厌了，所以现

在特别喜欢吃肉，要补回来。”身材壮壮的彭宇哲说自己是“酷哥”，和长相英俊的帅哥有不

同的味道。相片里的他总是摆出各种姿势，那自信而充满童真的笑容却成了父母心底永远的

痛。 

 



  考试满分挣10分，做饭、饭前洗手、打扫卫生都能挣分———彭宇哲和家里有个约定，挣

够5000分就奖励他一个PS2游戏机。彭宇哲为此格外努力，但他的匆匆离去，使这个约定也就

成为了永远不可能兑现的承诺。 

  本报记者 王卡拉 朱艳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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