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标题    媒介论坛用户名  密码    

媒介动态 传媒产业 传媒经管 传媒经济 传媒环境 广告业 传媒人才 舆论影响 传媒竞争 

新闻与法 新闻业务 新闻学习 新闻理论 新闻史学 新媒体 新闻伦理 传媒调查 媒介批评 

广电世界 新闻教育 媒介人物 大众传播 书店书评 新闻奖 传媒改革 传媒博客 传媒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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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互联网已经从小范围的局域连接发展到了全球性的网络覆盖，在传播领域掀起一场“网

络革命”。网络媒体的开放性、多元性、实时性、交互性、海量性、易检性、多媒体化以及个

性化等特性给传统媒体造成前所未有的生存、发展压力。在融合与共存日益成为时代主题的今

天，报纸正在被迫或主动地将网络传播逻辑做为自己的参照背景，以直接或间接方式与互联网

全面对接，从而形成崭新的媒介观念。报纸不但积极利用网络工具收集、获取信息，而且利用

自己在信息收集和处理方面的优势，向网络平台进军，谋求新的发展。另外，在不改变介质属

性的前提下，在保持原有的介质优势的同时，报纸开始向网络媒体取经，从观念到形式上都吸

收了网络传播的某些要素，悄悄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认识网络：由怀疑到利用 

最初，传统媒体从业人员带着陌生、怀疑，甚至有点恐惧的心理接触了互联网——这个据说将

取代传统媒体的新生事物。经过一段了解，报纸工作者迅速学会了掌握网络这个工具，利用其

信息容量大、信息传输迅速便利等特点将报纸办得更加出色。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讲过这么一

个故事：A记者在北京接到任务，立刻去贵阳采访古化石研究专家，当他买好机票，把录音

机、电池、照相机匆匆装进包里准备去飞机场时，同样在北京供职于另一家媒体的B记者却通

过办公室里的互联网调阅了数十篇有关化石的文章和照片，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采访了贵阳科

学家和5位国际专家。当A记者筋疲力尽坐在返回北京的航班上的时候，邻座乘客翻阅的报纸上

醒目地刊登了A记者还在构思的长篇报道，报道旁还配发了一张大照片。 

在传统的报纸工作链中，“上网”很快成为重要一环。许多报社的记者、编辑上班后第一件事

就是上网，看一看有什么新闻线索、是否漏报了新闻等；然后还要打开电子信箱接收各地通讯

员、派出记者的新闻稿件和数码照片；再利用内部局域网传输、编辑稿件，查寻新闻背景材

料。有时报纸甚至会直接转摘权威网站的消息，“据新华网”、“据人民网”等字样频频出现

在报纸上。 

此外，报纸开始了与网络媒体合作，打造立体传媒的攻势。互联网发展初期，传统媒体不是对

其发展前景表示怀疑，就是隐约中透露出敌视态度，各种报纸上刊发了大量互联网对人们负面

影响的报道。但是，近几年互联网发展迅猛，据CNNIC最新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2002／1）》统计，截至2001年12月31日，我国上网计算机数约1254万台，上网用户人数

约3370万人。网络媒体已拥有众多受众，报纸等传统媒体不能漠视网络的存在，从起初的敌

对、轻视逐渐走上合作的道路。报纸的新闻报道乐于被各大网站转载，从而增强自己的知名

度。在一些报道活动中，报纸看中了网络的互动优势，积极与之合作。如2001年7月，《成都

商报》开展了在四川地区选拔美国盐湖城冬奥会火炬手活动，其中关键的报名活动就是报社与

激动网联合运作的，在2268名报名参与者中，有1347人通过网络报名，为这次活动的成功举办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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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众观念：由主导到平等 

长期以来，我国报纸属于典型的“主导受众型”媒介，传者在传播链条上占据绝对主动的位

置，对普通读者而言有“高高在上”之感。网络传播带来了崭新的受众观念。网络媒体具有

“受众主导”的特点，给受众带来更多的选择机会；每个网民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的传

播者；网民具有更强的自主性和平等观念，点对点的传播方式促使网民个性张扬，加速了传播

小众化和分众化的进程。在网络媒体的潜移默化和竞争压力之下，报纸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首先，“受众主导”的办报理念逐步形成。最明显的表现是报纸的服务性在不断增强并且高

质、细致化。如《成都商报》在2001年“五一”期间，考虑到正是结婚高峰时期，于是用整版

篇幅介绍如何选择高中低档次的婚宴。 

其次，受众参与性逐渐提高。“受众主导型”媒体要求最大限度地吸引受众参与其中，这在网

络平台上轻而易举、司空见惯。报纸吸取了这种崭新的传播观念，参与性明显增强。在世界杯

十强赛的报道中，《足球》等专业报纷纷策划各种“明星选秀”等读者参与性节目，《华西都

市报》、《成都商报》等综合性市民报也推出“与读者一同看球”、“包机到现场”等活动，

球迷评球的栏目也热闹一时。 第三，分众、小众传播从理论步入实际操作。不仅专业性报纸

大量诞生，综合性报纸也设立许多专版、特刊，将报道内容细分以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 

报道思维：由平面到立体 

新闻事件发生后，会以事件本身为核心，形成涟漪般向外扩张的圈层状态，核心事件与周边信

息组合成事件的全貌。由于报纸版面的制约和时效性的要求，传统报纸新闻通常以一事一报的

消息为主，对信息的处理局限于核心事件，无暇顾及其他相关信息，缺乏相关资料，报道的历

史纵深感不足、社会涉及面偏窄、内容层次感不够。而网络平台具有庞大的信息资源储存优

势，在纵深上可满足受众探索相关历史材料的需求；在平面上可以将围绕事件核心的相关信息

一网打尽，有学者称这种报道方式为“数据库式新闻报道”。这种报道形式给传统报纸新闻报

道带来压力。如今，立体报道思维为许多报纸所借鉴。 借鉴网络媒体超链接报道方式，报纸

上出现了大量的“新闻背景”和“新闻链接”板块。“超链接是加强网上信息之间联系的一种

手段。网络新闻就是通过超链接使新闻相关的信息之间产生联系，使得网络新闻文本不再是传

统新闻文本的线性平面的结构而是网状多维立体结构。”①这种报道方式将报道中出现的关键

词、相关内容单独列举出来，扩充了源新闻的内涵，全方位地满足了读者信息需求，相对于传

统新闻报道具有明显优势。报纸虽然不能完全“克隆”这种做法，但还是在某些方面进行了借

鉴和学习。传统的消息写作中，背景材料常处于导语之后、正文之前。在网络超链接报道方式

的启发下，新闻背景材料单独列出，以“新闻链接”、“新闻闪回”、“关键词”等形式出

现，既适应了人们的超链接思维，又增强了报道的历史纵深感和层次感。如2001年6月4日《四

川日报》第7版《釜底抽薪治枪患》一文报道了2000年底到2001年4月四川全省开展的治爆专项

行动，右侧的《链接》栏目简要列举了《刑法》以及《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

的决定》的有关规定作为背景交代。《成都商报》2001年6月份的报道中，有30篇“新闻背

景”单独成篇，其中冠名“新闻链接”或“背景链接”的共有9篇；而在该报2000年6月份的版

面上，“新闻背景”只有14篇，且没有一篇被命名为“新闻链接”。 

规模报道涌现报纸版面。由于具有海量信息存储的功能，网络媒体十分善于将报道做大。不仅

将新闻的前因后果衔接罗列，而且将报纸上层次感不甚分明的一条稿件拆成几条新闻，重新组

合构建。同时，网络内容可以随时更新，网络媒体可以将各个媒体对某一事件的相关报道堆积

起来，还能不断报道最新消息，这种优势报纸望尘莫及。有鉴于此，报纸报道也努力扩张规

模，来弥补信息量不足的劣势，往往围绕某一事件进行整版的系列报道，形成全息新闻。如

《华西都市报》2001年9月12日对9·11事件的报道，第5版大标题为《急令不明飞机通杀》，

下面是报道飞机被劫持、F－16战斗机负责拦截不明飞机、F－16战斗机资料图片、恐怖事件过

程、谁是凶手的猜测等报道。第6版则介绍了近几年的重大恐怖事件、纽约世贸中心大楼、美

国五角大楼的资料及图片。这样的报道在增加报纸深度和广度的同时，极大地扩充了报纸的信

 



息含量，且方便进行信息选择，变网络优势为报纸优势。 

版面编排：由线性到感性 

文字具有线性特征，在阅读时需要读者充分调动思考因子，有学者称之为传播符号中的“理性

符号”。②报纸以文字为主要信息载体，读者阅读报纸需要付出相对于其他媒介更高的思考成

本。施拉姆著名的信息选择公式表明，受众对传播的选择机会与需要付出的努力即代价成反

比。网络媒体集中了各种传播符号，拥有比旧媒介更全面的符号系统，既有文字、图表、也有

大量的“感性符号”，如声音、图片、动画等。报纸在版面编排过程中，对“感性符号”更加

重视。 

首先，新闻图片在版面上的地位不断提高，数量增多、篇幅加大，大量采用成组照片。在9·

11事件报道中，《华西都市报》7个版面的特刊共运用图片18张；《成都商报》8个版共刊登照

片19张；《成都晚报》6个版面中有22张图片，不仅图片数量增加，所占空间比例也逐渐加

大、版面位置也越来越重要。如《成都商报》9·11事件特刊中，每个版面中心位置都有一张

从标题一直到底的大幅图片，并且用黑色线条为图片加框，形成遗像照的效果，摄人心魄。 

其次，标题字号普遍加大，在版面上更加突出、醒目，读者完全可以按照网络阅读习惯，先浏

览标题再有选择地详读。 

第三，线条、色块、色彩的运用更加频繁。如《成都商报》在十强赛期间推出彩页，蓝、绿、

黄三大主色交错映衬，明快活泼而极富吸引力。 

第四，稿件的排列越来越多地采用模块式结构，模块式编排已经取代穿插式编排，成为当代报

纸版面设计的主流。③各组新闻犹如各个网页，之间少有交叉，组成相对独立而又互相联系的

版面系统，帮助读者在简洁的环境下接受信息，从而改变以往容易使人疲劳的阅读环境和线性

阅读习惯。 在各种媒介共存的大环境之中，新技术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媒介的看法。报纸借

鉴网络媒体的优势，产生了一系列变化。麦克卢汉曾经说过：“任何媒介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

影响，都是由新尺度引起的，我们的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起新的尺

度。”报纸所出现的种种变化，无疑是对这种由新技术带来的新尺度做出的回应和迎合，从而

保持、巩固自己在媒介生态圈中的地位和优势。 注释： 

①许向东：《浅谈网络新闻的超文本结构的写作》，载《新闻知识》2001年第7期 

②杜骏飞：《网络新闻学》第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③蔡雯：《对当代中国报纸版面革新的观察和思考》，载《新闻战线》2001年第7期 

(四川大学新闻系硕士研究生 罗婕 张玉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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