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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新闻不一定全可信，可信的新闻不一定全真实”，这话听起来有点蹊跷，但在我们的

新闻实践中确实存在。1980年全国好新闻获奖作品《钱被风刮跑以后》（通讯）写得具体、生

动、现场感很强，不仅读者信，连资深评委也信，但它是假的。无独有偶，美国《华盛顿邮

报》的黑人记者珍尼特·库克面壁虚构的《吉米的遭遇》获得了美国最高新闻奖———普利策

奖。与此相反，我们的一些报道，特别是先进典型的报道，因报道的绝对化、片面性等原因，

而使读者心生疑窦，不相信。  

“真实性”与可信性相背离的情况说明，两者并非完全等同的概念。  

真实，是指新闻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过程、结果以及人物的思想、语言、行为

等等都必须与客观现实相符合，不能“合理想象”，也不能夸大缩小。可信则是指受众的一种

心理活动。受众认为报道是真实的，符合社会生活实际，就认为可信，反之，就认为报道不可

信。判断新闻的真实与否，其标准是新闻事实的独特的客观存在，而判断新闻是否可信，却因

受众个人的阅历、经验、知识水平、道德修养而异。  

一般情况下，真实和可信是统一的，但也有矛盾的时候，于是便出现“有人感到他们读到、看

到、听到的新闻报道，就像某些广告一样是不可信的”情况（引文见美国新闻学者麦尔文·曼

切尔所著《新闻报道与写作》第139页）  

影响新闻可信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新闻内容的真实程度，也有受众的心理状况和知识水

平。应该指出，新闻要素的选择、运用和新闻写作的表现技巧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因为

它直接影响到受众的分析、判断，是记者编辑惟一能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去影响受众心理的地

方，本文将重点就这方面进行探讨。  

用事实说话，用事实去向受众宣传，引导受众接受新闻传播者企图宣传的观点，这是新闻报道

的一个基本规律，也是新闻从业人员所熟知的行业常识。但是如何运用事实，选择事实，这里

面就大有文章了。经验丰富的记者，在采访完成后，他所考虑的是写什么，怎样写才能确切无

误地报道事实，让受众一目了然，深信不疑。一般说来，在写作上，他们比较注意事实的准确

性、事实的具体可感性、事实的完整性、事实的权威性，以此来争取受众的完全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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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的准确性  

所谓事实的准确性，是指事实要具体、实在、确切，不容半点模糊，更不用说臆想虚构了。喜

真厌假，既是受众求真心理的反映，也是受众自尊心的表现，“大跃进”和“十年浩动”时代

硬把“假、大、空”的东西塞给受众，是对受众自尊心的极大伤害。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至

今对类似报道仍深恶痛绝，某种对新闻传媒的怀疑心理仍然潜藏着。而记者在表述时用想象代

替事实，早在50年代对黄继光英雄事迹的报道中就出现过。作者用了很多篇幅去描写黄继光牺

牲前的心理活动，兴许，这种内心活动也有过，但它是不在场的记者无法了解到的事实。凭想

象去描写，是无法取信于受众的。尽管记者不可能每件事都在现场亲历目睹，但它笔下的新闻

要写确实的，有根有据的，实实在在的事实，力求做到每一个事实都有出处，这样才会减少读

者的怀疑，增加新闻的可信性。  

注重事实的准确性，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掌握好分寸，不要过头。对人物的褒贬，对工作的评

价，都要准确贴切，不能说好，就惟恐说得不多，说坏，就惟恐问题说得不严重。成绩说过了

头，就成了吹捧，问题说过了头，就会失真。在我们的报道中有这样一种现象，写英雄人物，

就必定要追根溯源，从其青年、少年，甚至幼年时“搜寻”到“英雄”的影子，颇有点“查三

代”的味道。这样的结果，一则文章写得太长，不符合新闻“真、短、快、活、强”的要求，

不符合“精品”的要求，二是令人对新闻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从而使新闻的可信性大打折

扣。  

在新闻报道中，还有一种现象，就是不恰当的比较，以群体的“落后”烘托个人的先进，以前

任的“无能”反衬现任的“魄力”。这些都会引起受众对新闻报道的不信任感。美国柯达公司

首席执行官2000年在中国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话的艺术很值得我们学习，在被问到柯达胶卷在中

国的市场占有量超过富士达到第一时，他说，柯达并不是打败了富士，而是柯达的质量达到了

世界一流水平。  

2000年5月30日《羊城晚报》的一篇消息《蹬呀刨呀，终于看到了可爱的天空》，读后令人觉

得非常真实可信，其中有这么一段：“船沉得太快了！离沉船已有4天多时间了，但王船长提

起遭难的那一刻，眼中还流露出恐惧：什么找电台发求救信号呀，遇难时同伴们互帮互助呀，

这些在电影中常见的镜头，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基本上来不及‘上演’。我们只是本能地

逃生，那一刻只感到身上身下都有人，但不知道那是谁；甚至在被救上来时，还不知道那水是

凉是热，水味是咸是淡……”这一段描述，船长讲得真，记者也敢于真的报道（笔者在此绝无

认为在危难关头救危扶困是假报道的意思，相反，笔者认为救危扶困是崇高的、应该大力提倡

的人性美）。正是一篇篇令读者觉得真实的报道，才能增强受众对媒体的信赖程度。事实的具

体可感性  

目前有些新闻缺乏可信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叙述太概括、太抽象、太笼统，读者看到了后

印象不具体，很模糊，真实感不强。新闻写得越具体，就越能使人信服。虽然我们不赞同“人

咬狗才是新闻”的资产阶级新闻学观点，但“异常”毕竟是判断新闻价值的标准之一。“异

常”出新闻，但“异常”的新闻事件和人物又往往令人难以想象和确信。要消除人们的疑虑，

就必须有具体的叙述和描写。如1972年长沙马王堆古墓发掘后，发现一具2100多年来保存完整

的女尸，这在当时科学尚不发达的年代，堪称奇迹。也正因为奇，就容易引起人们的疑问：尸

体究竟完整到什么程度？尸体是用什么方法保存下来的？记者正是揣摸到读者的这种心理，在

报道中对读者关心也易引起怀疑的地方，如尸体的完好程度、墓穴结构等一一叙述清楚，使反

常的事物变得真实可信了。  



细节，是构成具体可感的重要因素。由于新闻报道要力求短，因此抓细节就更显重要，要借助

于对细节的描写，去寻找舍繁取简的表现途径。如人物新闻，我们无须长篇大论地塑造人物丰

满的形象，有一两个好细节，就能画龙点睛地揭示出人的精神面貌乃至性格特点。人物新闻要

抓细节，事件新闻也同样要抓细节，老军事记者阎吾在《战后谅山》中抓取的“日历”细节，

便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它具体地、令人信服地说明了敌人的失败及失败时的惊慌失措。事实

的完整性  

记者不仅要及时、准确地报道事实，而且在新闻中要交待事情的来龙去脉，解释事物的意义和

影响，注重事实的完整性。从写作技巧的角度来说，新闻中有了充分的背景材料，不仅增强可

读性，也有助于释疑解惑，“完整的背景”，被美国新闻学者麦尔文·曼切尔列为构成新闻可

信的基本成份。  

任何事件都有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在新闻中不一定每篇都要写这些背景，但是，一篇好新

闻，往往不能没有背景的交待。有了它，就能说明新闻事实所以发生的具体条件和独特原因。

前因后果交待不充分或不适当，事实叙述不完整，就会使读者不知所云而不相信。1980年7

月，《工人日报》对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故作了完整的报道，认真交待了背景，不仅报道渤

海二号翻沉，还详细报道了翻沉的原因、经过，以及翻沉后的处理。这一系列的事实就清楚地

说明了“渤二”的翻沉是官僚主义、瞎指挥造成的严重事故。读者读了这样的报道，怀疑自然

也就消除了。  

经过20年的新闻改革，我们的记者、编辑已经比较注重背景材料的运用了，类似“文革”期间

靠虚张声势的发议论来阐述事件意义的报道已很少见了，但一些事实不完整的新闻还时有所

见，在省、市好新闻评选中，就常有一些很好的报道因缺乏必要的背景材料而受到质疑，受到

影响。事实的权威性  

增强新闻的可信性，需要我们善于选择和运用具有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信的事实。事件的当事

人、目击者提供的事实，具有权威性，专家对事件的评价、经得起客观事实验证的统计数字，

具有权威性。因为忽视事实的权威性，而在报道上出纰漏，甚至“误导”，这样的教训是不少

的，尤其是在科学报道上。如曾经鼓噪一时的“水变油”报道、某建筑工人的所谓“船舶推进

新理论”的报道，还有气功师“瓶中取药”的本事曾都被我们新闻界一再鼓吹，而我国的科技

界却始终持否定态度，甚至与新闻界针锋相对，但一些传媒对权威的意见却充耳不闻，以致造

成不好的影响及严重的经济损失。1996年《南方周末》第626期分别对以上两起科技骗局作了

报道，详尽地揭露骗局的真相。报道中的事实是极具权威性的，看了这样的报道，自然令人深

信不疑。  

笔者曾参加过几届市里新闻奖评选工作，亲眼见到有些写得不错的报道因为缺乏权威性而与好

新闻擦肩而过的遗憾事。记得有篇科技人物新闻，内容翔实通俗易懂，文字简练流畅生动，本

已顺利入选，后评委们仔细推敲，产生疑问，不得不把它从获奖作品中撤下来，问题就出在文

中对科技成果评价的权威性上，有关“评价”的两段文字是这样的：“她发明的高产高效多功

能植物营养液，在最近召开的第九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上，被科技界专家评价为‘比杂交水稻意

义更为广泛的一项科技成果。’”“北京农学院一位教授说：‘这一发明成果的推广应用，将

是继杂交水稻后的又一次绿色革命。’”如此重大意义的成果，如果作者在文中引用国家权威

部门或有名有姓的权威专家的评价，而不是笼统的“科技界专家评价为”、“一位教授说”，

 



那么这篇新闻的可信性将无可挑剔，自然，也就不会在新闻奖评选中名落孙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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