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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由头，即新闻的报道依据，是新闻报道写作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包括了两个方

面的内容：价值依据与时间依据。它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即为什么要报道此事，为什么要

在现在报道此事。 

    新闻由头要回答的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在事件性新闻和非事件性新闻中各有不同的侧重：

事件性新闻主要要解决好报道的价值依据，而非事件性新闻则主要要解决好报道的时间依据。 

一、如何体现价值依据 

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报道首先应当努力表明事实的新闻价值。有些事实，其新闻价值是显而易

见的。这一定要在导语中表明。有些事实，其新闻价值不够明显，导语中如不表明，读者就难

以理解报道的必要性。请看这一导语： 

      市劳动模范、上海第十四棉纺织厂青年工人尚桂珍昨日结婚了。 

尚桂珍虽然是一个市级劳模，但毕竟还是一个普通人。按西方流行的新闻数学公式：“平常人

+平常事=零”，这是构不成新闻的。所以读者会提出疑问，她结婚也是新闻？而下面这条导

语，同也是报道这一事实，就能让人感到价值所在： 

      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第十四纺织厂织布挡车工尚桂珍，今年29岁。她曾经表示不达到

连续60万米无次布不结婚。为此，她推迟了婚期。12月7日，她创造了连续60万米无次布的上

海市最高纪录。于是在12月22日高高兴兴办了喜事。 

后一条导语，与其说是报道“结婚”，不如说是报道这位普通女工做了不平凡的事，即“创造

了连续60万米无次布的上海市最高纪录”，这样就把“结婚”背后的真正的具有新闻价值的事

实显示出来了，以西方的新闻数学公式来表示，即“平常人+不平常事=新闻”。 

体现报道的价值依据，回答的是为何要报道的问题。事件性新闻在解决报道的新闻由头时，着

重要解决好这一问题。显然，对于事件性新闻来说，它的报道对象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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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成问题的，所以，它可以毫不费力地回答好“为何要在现在报道”这一问题。但是，新近

发生了那么多的事实，你为何独独挑这一件来报道？你的回答当然是这一事实有报道价值。所

以，如何表明你所报道的事实的价值依据，成了事件性新闻写作的重要问题。 

概括来说，有以下几种方法来表明新闻事实的价值依据。 

    1、突出法。突出法的意义在于将最能体现新闻价值的某些内容在导语中特别加以醒目处

理，让人开门见山一下子就能把握到报道的价值依据。 

在某些事实中，其不同的新闻要素具有不同的新闻价值。按西方的新闻数学公式，“不平常人

+平常事=新闻”，“平常人+不平常事=新闻”。根据前者，“不平常人”不管做的是多么平常

的事，也可能构成新闻，报道时只要表明其“不平常”的身份，即解决了新闻由头。根据后

者，“平常人”所做的事，必须具有“不平常”性才能构成新闻，所以，报道时一定要将其事

实的不平常性突出出来。其他的新闻要素，只要具有显著性特点，也可以作价值依据突出以解

决报道的新闻由头。如：“早上八点钟的钟声响过之后，中央国家机关有多少人迟到？”这里

突出的是“何地”这一要素。中央国家机关迟到现象显然比一般单位更引人注目。又如，工人

们每天都要上班，但过年过节还坚持在岗位上就是新闻。这时，时间要素就是报道的新闻由

头。 

对某些要素在导语中作突出处理，是消息写作中的一个进步。是有科学技术作为支撑的。过去

的消息写作很重视第一段的“撮要”功能。如1919年出版的徐宝璜的《新闻学》，把新闻的格

式分为撮要与详记两部分，“新闻之第一段，曰撮要。”它所包括的，“不出下列之六种，即

何事？何地？何时？何人？为何及如何？是也。”可见，所谓“撮要”并不是对最具新闻价值

的要素作突出处理。之所以要在导语中包罗诸要素，是因为电讯事业刚刚诞生，技术手段还比

较落后，记者担心发了第一段后机器出故障，后面的内容发不出去。等到后来技术发达了，记

者可以一次把一条消息完整地发出，在消息一开头仅将其报道价值凸显也就成了可能。 

突出的另一面即是隐去法，对不重要的内容作隐约处理。突出与隐去是相辅相成的，有突出必

有隐去。隐去一些，另一些内容就变得突出了。消息导语从“全型”的、“晒衣绳式”的第一

代导语，发展到“部分要素式”的第二代导语，就是将另一部分要素作了隐约处理。请看下面

这条导语： 

      在事先没有发出警告的情况下，住在15号街433号的30岁的铸铜工弗兰克· 布拉迪，星

期五早晨8点钟过后不久，走进他的兄弟威廉·F· 布拉迪在拉涅西街45号开设的店铺，并且

向他的兄弟的身上开了3枪。 

这是早已停刊的美国《底特律日报》在1911年曾经刊登过的一条“全型导语”，六要素俱全。

所报道的事实的价值不够鲜明。如作突出法处理，就要将一些不要紧的信息作隐去处理： 

      一个铸铜工星期五早晨8点多钟在拉涅西街45号的店铺，向他的兄弟开了3枪。 

可见，隐去与突出有着必然的联系，惟有“隐去”，方有“突出”。 

    2、渲染法。一些事实，如果只是简单地、朴素地直叙其事，其新闻价值可能难以显示。

如果是对其规模、特征、性质等稍加渲染，就可以其“风采”来显示其新闻价值。一些描写式

导语就是走的这条路子。请看消息《山西制成蝴蝶杯》的导语： 

      山西古典蒲剧《蝴蝶杯》中，描写男主角田玉川有传家之宝“蝴蝶杯”非常神奇，只要

斟酒入杯，就有五彩缤纷的蝴蝶在杯里翩翩起舞。杯中酒干，蝴蝶也就隐去。这种蝴蝶杯最近

已由山西省侯马市陶瓷厂试制成功。第一批近二千只已销售一空。 

这篇报道的主信息也在标题中表明。导语如果只是简单地说某厂制作了一种陶瓷杯，读者可能



感受不到其新闻价值。导语对杯子的“神奇”稍作渲染，即令读者大开眼界，叹为奇观，欲知

愿望顿生。 

以渲染法来显示事实的报道价值，要防止出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般情况下，消息写作必须

是：以最短的文字，以最朴素的表述，将最重要的内容，以最快的速度告诉读者。而渲染之法

如果不加适当控制，首先就有可能造成篇幅过长的问题。因此，一定要注意文字的简洁，尽可

能地以最经济的文字来完成渲染效果。如《陕北有煤海》的导语： 

      记者新近去陕西北部的神木、府谷等地采访，所到之处几乎都见到了煤，简直像是走进

了煤的海洋。 

这条报道的新闻价值就在于煤成了“海”，以其数量之多而构成报道依据。所以，对“煤海”

作点渲染是必要的。这条导语仅用了一二十个字，就把“海”之貌勾画出来了，十分传神。 

渲染法要注意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文字不宜过于花哨。过之，即显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

意。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消息不能仅靠文字的生动来引人注目。1995年我国第八届冬季

运动会在吉林市开幕，一条消息是这样来渲染的： 

      红脸蛋红肚兜红抓髻，以东北之宝人参作拟人形象设计的吉祥物人参娃展现了吉林人敦

厚、诚挚的热情。大型文体表演《冰雪颂歌》中，身披白、粉、宝石蓝各色轻纱，头戴晶莹冰

花头饰的60名“雾淞少女”飘浮冰上，尽展人间仙境，体现了吉林人的智慧和洒脱。吉林省又

一次争得了在这个非省会城市举办全国性冬运会的机会。 

过多描写显得有些节外生枝了，一些评价性的形容词有“造势”之嫌，而主要信息——冬运会

开幕则被淹没了。 

3、反常法。着意揭示事物包含的矛盾现象，通过矛盾来表现事物的反常性，以此来凸现新闻

价值。如“中国最小的狩猎民族有了第一名大学生”，抓住“最小”与“第一名大学生”的矛

盾，突出新闻价值。又如《“淠化”门前观春潮》的导语： 

      正月十四，雪后的大别山区寒气袭人。天还没亮，皖西最大的化肥厂——六安淠河化肥

厂的大门口，就熙熙攘攘聚集起四五百人。汽车、拖拉机、摩托、板车、自行车排成几条龙，

车主们都伸长脖子，望着大门口那一长溜开票交款的队伍，只盼同伴一吆喝，能早点进厂装化

肥。 

对这景象淠河化肥厂厂长姚春也十分惊讶：“往年春节前后一段时间是化肥销售淡季，都是俺

们去给农民兄弟送肥上门，今年却是农民兄弟主动给咱“拜年”来喽…… 

这段文字着意强调的是“冷”与“热”、“淡季”与“旺季”的矛盾，从今年与往年的巨大反

差中见出事物的变化。 

西方关于新闻的定义，就特别突出事物的反常性。如我们熟悉的“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

是新闻”即是。反常性通常表现为一种角色反串。事物的运行，既有正常的情况，也有反常的

情况。西方的新闻价值取向更看重反常的情况。在生活中我们只要多动脑筋，也可以把握到这

一点，如郭玲春报道关于表彰新闻工作者的大会，就注意到了“常年”下新闻工作者的角色与

“今天”他们扮演的角色的反差：“以新闻报道为己任的三百五十余名记者、编辑、播音员，

今天成了被报道的新闻人物。” 

     4、评价法。有些新闻事实的价值不易被人感知，需要有简短的评论来揭示其意义，这样

才能一开始就抓住读者。如： 



    中美双方学者都认为是“高水平的”、“富有成果的”史学讨论会，今天在这里圆满闭幕

了。 

这样的事实，如果要想让一般读者判断出其价值，介绍会议内容本身虽然也是可以的，但会把

篇幅拉得很长，而用评价法，寥寥数字就点出其价值。 

评价法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是自评法，一是他评法。自评法，由记者直接作出评价。

在叙述事实的同时附带道出事实的意义。如：“中华民族治黄史上带有里程碑意义的黄河小浪

底工程，今天10时28分实现截流。”他评法，通常是引用他人的话来表明其价值。如：“多年

来青蛙已经绝迹的北京市莲花河水泥四场上游一带河区，如今在深夜又听到了阵阵蛙声，莲花

河水系管理部门的同志告诉记者，这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治理影片洗印污水取得的成果。” 

对于一般的消息来说，应当是尽量少用议论。而较多的评价可能会给人主观色彩较浓之感。他

评法因为是引用了他人的见解，所以比较而言，要比自评法显得客观些。这大概是西方记者乐

于使用的原因。福克斯将这种手法称为是当代新闻报道的一个“必需的特征”。“它们可使读

者感到与报上所登的新闻当事人发生最密切的接触。假如说对大多数报道而言记者的角色就是

在读者和新闻事件之间担任中介人，那么使用直接引语他们至少可以退居一旁而让报道中的人

物自己为自己说话。”  

二、如何寻找时间依据 

要回答第二个问题，导语中就应当努力表明所报道的事实是“新近发生或发现的事实”，所以

必须要有能表明“新近”的时间标识。否则读者就难以感觉到所报道的事实是新闻的而不是历

史的。请看下面这条报道《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实行五天工作制》： 

      新华社北京4月13日晚报专电  1935年6月25日，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劳工组织第19届国

际劳工大会上，与会各国缔结了《关于每周工时减少到40小时公约》（即第47 号公约）。公

约规定，凡批准该公约的会员国，应在不降低劳动者生活水平的前提下，逐步实行每周40小时

工时制。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5天工作制。不仅所有发达国家，而且大多数发

展，甚至多数公认的最不发达国家也实行5天工作制。在已了解到的世界上175个国家中，有

144个实行5天工作制。在48个最不发达国家中，也有37个实行5天工作制。 

这是我国实行“双休日”后新华社发的一个背景性的资料。有的媒体将它当成一条消息发了。

但这条报道一开始就是写几十年前的事情，这既不是“新近发生的”、也不是“新近发现的”

的事实，为何此时当成新闻来报道？读者定会不知其解。 

由此可见，解决好报道的新闻由头，是满足新闻报道能否成立的必备条件。陆定一关于新闻的

定义，强调了报道的时间依据，但对报道的价值依据未作限定，这正是人们试图对其定义作出

修改的原因。但一篇报道中，时间依据是绝对的，而价值依据是相对的其价值大小是要受到一

些相对的参数来决定的，只能在报道中具体处理。 

一般而言，非事件性新闻比事件性新闻更需要考虑时间依据。因为它的时间性不如事件性新闻

强，时间跨度大。所以，它常常面临的问题是：事实早就存在，为何现在要报道？ 

对于事件性新闻，因为它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作出的报道，所以，在通常情况下，它的时间依

据是很明显的，就是事实发生的时间。但在特殊情况下，特别是在报道时间错过的情况下，如

何将已成为“旧闻”的事实再作报道，也得考虑报道的时间依据。 

消息如何寻找时间依据？概而言之，有以下几种途径。 

 



1、找同类事实中最近者。这种情况主要是针对非事件性新闻的。非事件性新闻是多事一报式

的。所报道的“多事”往往是在较长的时间内发生的，为了体现时间的新近，故通常选同类事

实中一个最近发生者入手。如《长沙：少儿书法上招牌》，综合报道长沙市大街上不少招牌是

出自少年儿童之手。所选的报道由头就是新近开张的一家店子，其招牌也是由少儿写的： 

在庆祝建国45周年之际，新建成的“多彩欢乐世界”为长沙市又增添了几分浓浓的  

  节日气氛。记者来到这里却发现：这家颇具规模的游乐场，招牌题字居然出自一位11岁少年

之手，而且字迹老道得令人叫绝！ 

      长沙是一座古城，店铺酒楼向来有注重招牌题字的传统。有人说，漫步繁华闹市，如同

参观一次书法展览。然而近几年来，一些出自少儿之手的翰墨频频登上大饭店、大商场的金字

招牌，正成为长沙商界一道生机勃勃的风景线。 

      在长沙最宽阔的五一路与芙蓉路交汇口，矗立着一座大饭店，豪华考究的招牌上，“小

天鹅大酒店陈俊九岁”，在市中心最繁华的五一广场，五一路百货商场的招牌落款是“俞果五

岁书”；在其他的商业区，还有“家家乐购物城，刘力十岁书”、“长沙星沙快餐公司， 张

为五岁书”、“荣畅饮料公司，陈炬七岁书”以及“长沙饭店”、“南星宾馆”…… 

找同类事实中的最近发生者入手，在非事件性新闻中，是以点带面式的写作。一些报道不顾非

事件性报道也要满足“新近发生和发现”的这一要求，往往直接从面写起，或者干脆从这类事

实的起点写起，结果报道只显示了价值依据，没有表明时间依据。其新闻由头就显得不足。 

值得说明的是，有些报道，其新闻由头是由外部提供的。经常的情况是，配合某一中心宣传任

务、在某个节日或纪念日发表相关报道，往往就省掉了时间由头。如上述“少儿书法上招

牌”，如果是赶上“六一儿童节”报道，也许就不必等一个新的同类事实作为报道契机了。 

    2、找过去事实的新动向。往往有这样一种情况，事情发生时，记者没有及时得到报道线

索，错过了报道机会。但这一事实仍然有报道价值，只是报道的时间依据已成问题。要解决这

一问题，就必须注意这一过去了的事实是否有新的动向或新的发展。抓住新的动向或发展，就

有了新的报道由头。例如湖南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王身立于1995年发现DNA的酶性。这项基础

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最新重大成果，先是由湖南的一家不太起眼的报纸《科学晚报》于1995年

11 月10日作了头版头条报道。但作为国家级的《科技日报》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加以

报道。1996年3月15日，生物学家在湖南召开会议，王身立教授在会上再次公开了他的这项发

明，受到与会代表的充分肯定。这为《科技日报》提供了报道的时间契机，该报在当天即抢发

了这一新闻。 

在寻找事实的新的动向时，如果有几个动向，新闻由头一定要注意抓住最新的动向，以满足

“新近发生或发现”这一要求。请看新华社消息《湖南青工湖北救人留美名》： 

    新华社长沙1997年4月1日电  湖南岳阳港务总工会近日收到一封来自武汉石化油码头的感

谢信，信中盛赞岳港公司青工陈腾芳勇救一位中毒职工的感人事迹。 

    今年1月16日上午，陈腾芳和同事们在武汉石化油码头装油时，忽听到呼救声：“救人

啦！有人昏倒在舱底！”陈腾芳和同事们循声跑到出事船舱，正见到下舱救人的人被舱底的剧

毒瓦斯气逼了上来。陈腾芳自告奋勇下去一试，强烈的瓦斯立即将他逼了上来。此时有人拿来

了湿毛巾和绳子，陈腾芳一把夺过湿毛巾捂住口鼻再次下舱。他摸索到中毒昏倒者身边，用绳

子将其拦腰系住，并拖到舱口下让上面的人将其吊上来，油码头这位中毒职工终于得救了。陈

腾芳因在舱底时间过长，中毒被紧急送往医院，经抢救才转危为安。 

    为表彰陈腾芳的英勇行为，岳港公司近日为他荣记二等功。 

这条消息是4月1日报道的，而事情发生在1 月16日，相隔了两个半月。记者显然是当时未获取

这一信息，故未作及时报道。在后面的日子里，有两个“近日”可作报道的时间依据。一是

“收到感谢信”，一是“为他记二等功”。究竟选哪一个更好？从时间的先后来看，后者离报



道的时间更近，应当作为报道的契机写入导语。这条消息虽然注意到了用新的时间依据，但不

是选的最近的一个，所以还不算是处理得好的。 

    3、找事实延伸出的场景。还有一种情况，事实已经发生，当时没有及时报道，但这个事

实还以某种方式存在着，记者可以从事实延伸出的场景入手，从现场写起。1994年3月3日的

《光明日报》发表的《不许用人质手段处理经济纠纷》即如此。湖南省益阳市一小学生被湖北

省的一个镇的村民当成人质，以此要挟益阳有关者还清欠款。这件事久拖未决，引起了有关方

面的重视。《光明日报》这条消息的导语是这样写的： 

      本报讯  2月28日，湖南省益阳市胜利小学开学的第一天，全校师生的心情却很沉重，

五年级47班李振同学的座位还空着。班主任阳佩娥焦急地告诉记者：“李振被绑架人质已经整

整146天了。我们天天盼望他回来上课呵！” 

这条消息，如果是在事情发生后很快报道，当然就不存在找新的时间依据的问题。如果等到事

情解决后再报道，也是一个报道契机。显然，前者是未能，而后者是不该。于是记者从开学的

第一天李振的座位还空着这一场景入手，把这一发生于146天前的事件报道出来了。“空着的

座位”是人质绑架案这一事实的延伸场景，从这里写起就弥补了时间上的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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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文章：新闻由头

· 试论新闻由头 (2003-2-16) 

· “记者昨日获悉”不是新闻由头 (200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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