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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新闻联结的运用 

时间：2002-8-3 17:02:58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周绍云 陶喜红 阅读641次

  

新闻联结是记者在新闻观察过程中，将眼前感知到的事实同以前的知识、信息与经验迅速结合

起来，进行具体的分析、综合与再加工，从而产生新的心理发现的过程。在实践中运用它，就

要求记者用联系的观点辩证地看问题，把观察到的现象放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进行思考，使自

己的整个心理机制不是凝聚在当前的神经元之内，而是渗入到大量的、已经储存的神经元模型

之中，与信息仓库中早已储存的信息联结起来，从而使新闻记者的观察打破时空的限制，成功

地组成新闻作品。  

记者在新闻观察中会经常运用新闻联结的方法去发现与组织新闻。新闻联结，举其要者，主要

有五种方法。  

1．在事实的因果联结点上作沟通  

新闻观察中最普遍的联结是因果关系的联结。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都是有原因的。记者在观

察到一个现象，获得一个信息后，常常要问“这样会如何？”或“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在

事物的因与果之间进行联结，从而在事实的更深层次上作文章。  

我们来看一组报道：1999年夏季，北京出现罕见的高温天气，报纸、电视台等新闻传媒对此作

了相关报道。《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分别到广场、工地、马路、室内、商场等地测试气温，其

中最高气温达56摄氏度。《北京日报》则刊登《高温给京城带来了什么？》。报道共分五个小

标题：《旱情》、《险情》、《病情》、《商情》、《人情》，分别从不同的侧面报道了高温

使农作物受旱、供电线路告急、中暑人数剧增、空调风扇热销、游泳馆爆满等相关信息。北京

电视台记者则去采访了北京气象局总工程师，请专家为市民分析了高温形成的原因，并对今后

一个阶段气温的走向作了预测。  

对于高温这一事实，不同的人在新闻观察中采取了不同的新闻联结方法，得出的报道不尽相

同，产生的社会效果与新闻价值也各有千秋。《北京青年报》是对新闻事实本身的具体报道；

《北京日报》是对事实的后果的报道；而北京电视台的报道则侧重于对新闻前因的报道。《北

京青年报》和北京电视台在因果关系上大做文章，不是就事论事，因而报道出的新闻不是停留

在表面上，能引发人们对事物进一步的思考和认识。  

·隐性采访浅论  

·记者的采访心理危机  

·新闻采写需要求异思维  

·新闻由头的内涵与选择  

·对等原则在采访中的运用  

·于静悄悄处抓新闻  

·如何采访名人  

·免费采访的味道可好？  

·马屁精采访学（上）  

·名人采访收费该不该  

·非言语信息采访  

·专稿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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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观察到的生活现象与生活本质相沟通  

看到了现象，不等于认识了事物，只有通过深查细究，在眼睛和大脑之间增添一根联结的线，

做到深层次的观察，才能把握生活的本质。在观察中只有对生活现象做独立的思考和深刻的理

解，并创造性地运用发散思维、统摄思维和逆向思维，进行判断、推理和整合，才能捕捉到有

价值的东西。因为有些事实的新闻价值要素，如重要性、显著性等，本身就包含在一事物与他

事物的相互联结中，或事物发展上阶段与下阶段的相互联结中。  

《解放日报》记者曾写了《福建省农民认真种田了》的新闻稿。编辑看后指出，农民认真种

田，属一般事实，反映的只是事物的现象。编辑与记者分析了福建农村工作的前后变化，发现

福建省前几年“大念山海经”，十分重视山区林副业与沿海渔业生产，但忽视了农田粮食生

产，造成粮食亏空。近年来，该省同时重视粮食生产，农民又认真种田了。这样一分析，就把

表面的现象与事实本质联结起来，找出了新闻的更深层次、更重要的价值。于是，稿子改为

《“山海经”继续念山海田一起上福建省农村工作发生战略性转变》。  

3．在生活现象与生活全局联结点上作沟通  

记者在观察中要树立全局观点。孤立、静止、片面地看待单个事物，就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

记者在观察报道中要做到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这样才能恰当地估量每个具体事物在全局

中的地位和意义，报道才不会失之偏颇。  

1980年春，新华社记者南振中到泰安县采访。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公社妇联主任高兴地说，

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以后，女社员下地不再带针线笸箩了。这本来是常人不屑一顾的小事，却

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南振中了解到，过去人们“早起四点半，地头两顿饭”；男社员到了地里

打扑克、摆四子儿、抽地头烟；妇女们孩子  

 

 

23 要顾，牲畜需喂，农务要干，一天到晚泡在地里，赔不起，所以，她们下地捎着针?.. 

23 要顾，牲畜需喂，农务要干，一天到晚泡在地里，赔不起，所以，她们下地捎着针线，抽

空纳个鞋底儿。1979年春天，这个公社实行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男社员不大抽地头烟，女的

也不带针线了。记者通过细致的思考，将自己了解到的生活现象－———妇女下地不带针线笸

箩，与农业生产责任制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之间建立了内在有机的联系，写出了《女社员下地

不再带针线笸箩了》的400字小通讯。社会背景这个大局赋于小事不同寻常的震撼力，这个小

事情的价值就在于客观上存在着这种联系。记者将这种内在的关系联结起来，从大局出发，从

小处落笔，揭示出小事中蕴含的深刻社会意义。  

4．在事实与事实的联结点上作沟通  

 



单独的事件可能意义不大或者不易迸发出新鲜而有意义的主题，然而，记者如果将这些事实与

以前储备的事实或信息相联结，可能会产生重大发现或灵感突现。《人民日报》一位记者有一

次到湖北一个县去采访，偶尔听到县委书记谈到干部工作的的问题时说了一句话：“捉来的雀

子安不下窝。”意思说，从外地硬调来的科技人  

员不安心工作。记者觉得这话值得玩味，但报道中没用上。两年后，他到安徽铜陵市采访人才

管理情况，从过去储备的那句话中得到启示。结合实际情况，一个鲜明的主题凸现出来———

“捉来的雀子安不下窝，飞来的燕子自安巢”。也就是自愿来的人才就安心工作。两个事实一

联结，一对比，人才管理如何搞活，可见一斑。  

再如，新华社记者李峰、余辉音的《“一厘钱”精神》写的是北京墨水厂生产的墨水每瓶包装

材料降低一厘钱、北京市制药二厂职工利用上班时间节约一分钟、北京火柴厂使每盒火柴减少

一根废火柴等三件小事，本来无必要的联系，作者通过认真的思考，将它们用一根线串起来，

产生富有现实意义的升华，得出“一厘钱精神”这个主题。  

5．在生活现象与生活发展趋势的联结点上进行沟通  

记者在观察中将眼前的现象与未来可能出现的事物联结起来，善于分析，才能从纷纭复杂的事

实中，看出事物变化与发展的趋势，反应事物变化、发展的新势头，写出有预见性的新闻。  

1936年6月，美国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分析当时中日两国动向、形势以及民众的情绪，判断日

本要大举侵华，中国人民一定会奋力抵抗，最后共产党必胜。他在1936年6月美国《星期六晚

邮报》上发表一篇题为《东方即将来临的冲突》一文中写道，日本注定要折断自己帝国颈骨。

历史证明，斯诺的判断是正确的。他能做出如是判断，是他将现实的生活现象进行综合分析，

并科学地预见生活的发展趋势的结果。这种远见性不是关起门来冥思苦想就能想出来的，而是

建立在详尽调查、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在正确有效的新闻联结的基础上的。  

记者在观察中，有意识地运用新闻联结，有利于增强记者的新闻敏感，使记者在观察中不光

看，而且能看见。这样才能使新闻报道更全面、更有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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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论新闻联结的运用 会员评论[共 1 篇] ╠

当一名有心的记者，积累下自己所见所闻，用自己的思想去做新闻，即使粗糙些，也一定会得到读者的

喜欢。 [wht2004于2003-12-20发表] 

 

╣ 我要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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