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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专副刊的创新问题，首先有必要对专副刊作一个简单的界定，这里不妨暂且借用冯并新出

版的《中国文艺副刊史》中的一段话：“专副刊是我国报纸的编辑特点，也是植根于民族文化

土壤的优良报纸传统。副刊已有百年的历史，它的亚种专刊也发展了70多年。”这段话不仅交

代了专副刊的历史，而且也说明了二者的关系。 

  跨入新千年以来，随着新一轮改版热的不断升温，众多报纸逐步开始“扬新闻，抑专副

刊”，“小编大采”的模式悄然兴起，围绕全面强化新闻性，不少报纸都推出了主动出击的举

措。另一方面，大力压缩专副刊，使得专副刊开始处于一种日渐冷落、生存维艰的尴尬局  

面。在这种情况下，专副刊如何通过创新才能赢得有效生存和发展空间，是摆在报人面前的严

峻课题。笔者试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个人的一些思考。 

  理念 

  理念关乎一切创新的成败。 

  对待专副刊，从历史到性质、功能，直至其与正刊的关系及在新闻文化中的角色位置，都

存在着许多认识上的偏误，我们权且归结为若干“理念”问题。 

  专副刊的生存和发展首先应当厘清的第一个理念是“专副刊是否已成为报纸读者流失的一

个主要因素”？让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了满足人们迅速增长的精神及

物质的需求，阔别多年的专刊以各种不同的姿态，开始走进了人们的生活。20世纪90年代以

后，原本脱胎于综合性副刊的专刊更得天时地利之便，以雨后春笋之势蓬勃发展。各类报纸正

是靠了增加、扩大专副刊，才吸引了大批的读者，有效提升了报纸的发行量。只是到了90年代

后期，专副刊大行其道而又未加调整规范，逐渐出现了明显的“杂志化”倾向，以至于不断削

弱蚕食报纸的新闻性。专副刊当初的流行，说明了读者市场的存在，而如今开始被冷落，亦有

着深刻的自身原因。当作为广义的副刊体系无所不包的时候，它的特色也就必然悄然褪尽；当

它的文章愈来愈长，且庞杂无序时，其可读性和魅力必然风光不再。然而，在没有把准脉的情

况下贸然釜底抽薪，只会走入另一个误区。 

  理念之二，人们都懂得，专副刊是正刊的某种延伸。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以各类要闻、

新闻见长的正刊，作为新闻“快餐”，可以满足人们的“新闻欲”，但光有新闻“快餐”，是

不是就能满足人们对报纸的需求呢？正刊的新闻是否就可以涵盖“新闻文化”的全部内容？读

者日常文化生活的广泛性，新闻文化中传播先进文化、建设民族新文化的重任，是否仅靠正刊

来独立担当就万事大吉呢？   理念之三，专刊副刊的“品牌效应”不可忽略。除了与正刊

共有的一个总品牌（报名）外，许多专副刊往往有自己的专有品牌，它们经过长期积累，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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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知名度、美誉度，读者是因为对它的特殊感情，才始终如一地成为报纸的忠实朋友。

像人们熟知的《文汇报·笔会》、《人民日报·大地》、《羊城晚报·花地》……如果翻开副

刊的历史，我们还可以随手拈出诸如《申报·自由谈》、《新民报·新园地》等众多范例。这

些副刊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建设史上的作用，丝毫不逊色于正刊。至于它们在现代文学史、现

代文体发展史上的作用，同样难以估量。 

  接下来的两个理念也难以回避：一是报纸靠什么创特色？人们都懂得：报纸要创新，特色

是关键。靠新闻，尤其是独家新闻、地方新闻创特色已被证明是一条路子；而以经营好专副刊

来创特色，是较为可行的另外一条路子。专刊因为兼具正刊与副刊的某些特点，所以最容易背

靠新闻，做出许多深广独到的东西来；而副刊虽说是正刊的延伸，毕竟在题材、体裁上比正刊

的创造空间更大些。如果说正刊满足的是人们的“新闻欲”，那么副刊满足的则是人们的“审

美欲”、“求知欲”、“消闲欲”。对接受主体说来，需求是各不相同的。 

  二是就专副刊本身而言，近些年也暴露出不少困扰自身发展的问题。例如重类别的“大而

全”，而不重“独家专卖”；重开辟园地，而不注重培植品牌。许多报纸只着眼不断推出XXX

专刊、XXX周刊，但名称仅仅是内容类别的概括，缺乏个性色彩，当然也就难以创出品牌，表

现出理念上的重功利而轻文化战略、品牌战略的某种短视。连一些苦心经营了多年的有价值的

副刊品牌，由于信心或底气不足也时见半途而废；由此就必然产生专副刊虽多，但名牌少、特

色少，读者不易辨识、记不住的问题。再如，随着版面的扩展，专副刊的综合性、  

独立性愈来愈突出，杂志化倾向日强，而新闻性渐弱，专副刊不再是正刊的延伸，而是另成中

心。相对的独立性如果说对于文艺性副刊来说还因有传统作为依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话，

那么，一些专刊日强的独立性，就无疑构成了对正刊的挤压。 

  机制 

  报纸虽说是新闻纸，但无论正刊如何发达，新闻如何被重视强化，专副刊的地位和作用也

是难以取代的。问题在于专副刊首先应当在理念上重新定位，然后就应解决机制上的矛盾。 

  以目前的格局而言，新闻正刊以自采稿件为多，副刊（尤其文艺  

副刊）以外稿为多，而专刊属于二者之间，既有自采，又有外组。然而，从副刊的性质来看，

它的宗旨、内容、特点、风格乃至读者对象的趣味，都有与正刊不同的特点，像文艺类副刊的

用稿，又不能以记者稿件为主，须以组织外稿为主，这就决定了编辑在副刊中的无可置疑的中

心地位。值得关注的是，在目前报纸改革中，有不少报纸采用了“小编大采”的思路。这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了新闻的繁荣，比较有利于新闻的发展。但对于文艺类副刊和某些专刊来说，则

明显不利。本来人手就有限的编辑力量，在正副刊打通后，更难有专门的精力来组织充足的优

质副刊稿件，甚至只能迁就于既有稿件，有什么吃什么。记者采回的稿件再好，也多属新闻

类，偶有副刊可用者，也难以成为“拳头产品”。所以，鉴于副刊的特殊性，很难照搬新闻的

“小编大采”机制，而必须代之以组织、策划、编辑为主导的“编辑中心制”，特别是要培养

学有专长的作家学者型编辑。在副刊的办刊质量上，要实行适合副刊特点的社内外结合的监评

制，对副刊的质量进行有效的长期的评估。 

  队伍 

  办好副刊，人不在多而在精，在于眼光和胆识。理想的副刊编辑应当是善于借“外脑”的

编辑家，而不只是会关起门来拍拍脑门想点  

子的编辑。有品位的副刊要靠才学识力兼具的编辑家来经营，否则便难有文化的“累积效

应”，更谈不上创名牌。在这方面，副刊往往比正刊更要经得起时间的淘洗、历史的沉淀。这

些都须以编辑敏锐的思想，过人的胆识来专心经营。纵观历来优秀的副刊编辑，无不具有以下

几种重要素质：一是过人的策划能力；二是超凡的创新意识；三是较好的文化和专业素养；四

是良好的公关交往能力。近些年来，许多省市级的报纸副刊，由于策划创意好，加之肯不辞辛

 



苦、礼贤下士，往往可以组织起一支可观的作者队伍，其中不乏名家名人，也不乏颇  

具实力的后起之秀。 

  专副刊作者的构成，也与正刊有明显的分别。其中正刊的作者一般主要是本报记者或通讯

社记者，或本报通讯员组成；而专刊的作者队伍一般既要有本报记者，也要有社会各行各业人

士、专家。而副刊（这里主要指文艺副刊）的作者，则主要由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民间艺

人、业余作者、学者构成。作者队伍的专业化、广泛性，是形成副刊高品位、多元化的根本因

素。此外，为保持副刊的不断出新，还应在培养新人上下功夫。稿源的多元化，最有利于特色

的建立。 

  在作者队伍中，要善于培植“重点稿”，每期力争要有“出彩”的“领衔稿”；另一方面

要尽量杜绝“关系稿”、“平庸稿”。在平庸的园地里，是绝难产生特色的。所以，拒绝平庸

也就成了编辑义不容辞的艰巨使命。 

  理念的检审，机制的调整，队伍的造就，我认为这是专副刊增强核心竞争力，不断走向创

新的三个关键性因素。 

  （作者是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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