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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有双重来源：客观素材与主观加工。 

加工需要创新。创新是改变新闻素材形态并提升其价值，以比竞争对手更好地满足受众的行

为。 

以下七个方面提供了创新的机会： 

一、挖掘意外 

意外，也就是出乎意料的“偶然”。黑格尔认为：“偶然性一般讲来，即指一物存在之根据不

在其自身而在他物。”不在自身，就偶然写偶然就没有多大价值，哪怕你有足够的运气，撞上

泰坦尼克号沉没，也只能写成一条就事论事的海难消息。而因为偶然的根据在他物，就必须通

过偶然寻找其根据，挖掘意外背后的内涵。 

一般说来，意外“出现”容易引起重视，与之相对的意外“消失”却往往被忽略，其实挖掘得

当，两者都可能出彩。改革开放之初，范敬宜在辽宁日报当记者，一次与同伴去农村采访，分

别睡在两家公社的值班室。第二天，范问有什么新闻，同伴说睡得好好的，没有人来打扰，哪

来新闻？范敬宜认为“没有”就是意外，抓住这事深入采访，写出消息：《两家子公社干部睡

上安稳觉：夜无电话声，早无堵门人》，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反映了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农村的

变化。 

意外，采访中有，传播后引起的反馈也有。后者又有意外“成功”与“挫折”。按控制论的观

点，意外成功是积极反馈，它的功能是保持或扩大变异，使系统加速某些行为。那么，抓住意

外成功再施加动力，就可以滚雪球一样把新闻做大。反之，意外挫折就是消极反馈，它的功能

是检出偏差，保持系统的平衡。媒体收到消极反馈，就要考虑是否没击中目标，在传播策略上

作些改变。1991年底，经济日报报道鞍山市政府办公厅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实行“马上就办”

制度。有读者表示怀疑，更有读者在报纸上批字：“我不信，吹牛吧？”把报纸寄回报社。报

社一位年轻编辑想到连自己最初都怀疑，从这些消极反馈中更证实那报道与目标效果有差距。

他想出一个巧妙办法：请这位读者同记者一起去暗访！不暴露真实身份，而以办事者的身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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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体验“马上就办”是虚是实。最后的报道从内容到形式都十分惹眼——《秘访“马上就

办”》！ 

二、建构关联 

意外新闻只占新闻总量的一个小部分，记者大量处理的还是正常新闻。问题是，一条一条报新

闻，容易形成缺乏内在联系的“新闻拼盘”，众多信息堆在一起却鲜有连贯的意义。置身一个

日益复杂的世界，整理信息，把支离破碎的片断整合成可理解的整体，已成为记者的新任务。

这就是建构关联。 

最基本最简单的关联，是把事实放进背景，确定它和其他事实的联系，它的意义及可能产生的

后果。直言之，就是澄清事实在广阔社会生活中的含义。《贵州告别最后一条马班邮路》，原

稿只写到贵州某县开汽车邮路这一事实，就事论事，显得平凡。后来把这一事实放到贵州全省

的层面，了解到这是贵州全省最后一条由马班改为汽车运输的邮路，从而在改写时便决定突出

展示“告别最后一条”，冲上了中国新闻奖。 

稍复杂的建构关联，是将几件新闻事实组合在一起，放入背景找出内在联系，统属一篇更大的

报道。1956年召开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得知与会的有我国第一个女飞行

员，第一个女大副。记者想到，都是女同志，都是全国第一，都在会议上，让她们见一见面，

岂不更有意思，更能从对比中说明中国妇女的解放。于是记者约前者去拜访后者，两人交谈甚

欢，记者的采访也很省力，很快就出来篇好文章：《你在天上，我在海上》。 

新闻的灵魂是“发现”。建构关联，既在新闻素材之间建构——寻找联系；又在客观素材与主

观思维之间建构——解释事实。几方面反复比较和求索，才可能“发现”一些隐秘的关联。新

华社1994年播发的消息“我国科学家首次确认雅鲁藏布大峡谷为世界第一大峡谷”，线索来源

于记者为采写一篇通讯去查阅科技资料，在1987年的《中国科学》上发现三位科学家的论文：

《雅鲁藏布江下游水汽通道初探》。该论文丝毫没有提及“世界第一大峡谷”的概念，但“形

成几百公里长”、“峡谷平均深切度5000米以上”等数据使记者怦然心动。他联想、对比了号

称世界第一峡、深切度才二三千米的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感到这是深埋于科技文献、已蒙上

7年尘埃的一大科技新闻。经过反复与科学家联系、探讨、进一步论证，历经半年时间，终于

挖出一条独家重大科技新闻，记者也以世界第一大峡谷的发现者之一而载入史册。 

三、避实就虚 

新闻业是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之一，考虑到竞争，就用得上避实就虚。 

避实就虚，不仅要避当前的对手，还要避以前的对手，也就是避从前人家多次报道过的老套。

一个记者被邀请报道幼儿家庭教育知识竞赛颁奖会。就颁奖会写消息，完全可能被编辑扔进字

纸篓。当得知回收的答卷有8万份，记者请对方统计一下，其中哪几个问题答对得最少。第二

天，指出家长屡犯常识性错误的《家庭保教知识少，昏昏如何育阿娇》的记者见闻就刊发在文

汇报上。 

此类例子，常被归结为“逆向思维”。避实就虚是包括逆向思维，但又不限于它。管理学家彼

得·德鲁克的一段话，我认为是对避实就虚的确切说明：“从数学上讲，‘杯子已经装满一

半’和‘杯子还有一半是空的’没有任何区别。但是这两句话的意思截然不同，产生的结果也

完全不一样。如果总的认识从看到杯子‘已经装满一半’转变为‘还有一半是空的’，那么就

存在着重大的创新机会。”——“杯子已经装满一半”是实，是竞争对手已做或将做的；“还

有一半是空的……”是虚，是自己可能的努力方向。“逆向思维”是与竞争对手“对着干”；

“还有一半是空的……”包括了“对着干”，但更强调在广阔的空间中寻找竞争对手没涉足的

空白。 

 



1996年，北京各报宣传李素丽，都是记者写的消息或通讯。北京青年报别开生面，开辟一个征

文专栏：“我坐过李素丽那趟车”。充分利用李素丽的特点——对其宣传可以被大众印证，让

群众“发言”来夸劳模。仅半个多月，就收到100余封来信。报纸刊发了《好奇》、《让

座》、《暖流》、《同行》、《进京》等有代表性的文章。征文刊登后，感染了更多的群众，

为了验证，一些人悄悄去乘李素丽的车，弄得那车异常拥挤……“还有一半是空的”再延伸，

那“虚”还可抢在竞争对手之前。媒介的基本功能是监测环境。为华尔街日报撰写教材的比尔

·布莱德更鼓励记者去预测，去发现一个事件中尚未出现的部分，比如全国缺少内科医生，就

可以预见治疗水平较差，从而导致病人抱怨、诉讼增加；而对医生来说，由于工作负担过重，

则可能导致酗酒、家庭问题增加等等。不管监测还是预测，随时想想“还有哪些是空的……”

就容易找到创新机会。 

四、追问热点 

避实就虚，往往挖掘出“事实的独家”；热点的题材并没有独家性，但抓住热点进一步追问，

在深度开掘上独树一帜，却能够做成“处理的独家”。1999年，上海出现因啤酒瓶爆炸而身亡

的第一个受害者，死者是一个6岁小女孩。各报都作为社会新闻报道，唯有解放日报深入追问

推出一个整版的专题报道：《啤酒瓶爆炸，“爆”出一串“？”》为什么厂家不生产安全啤酒

瓶？为什么消费者不选购符合质量标准的瓶装啤酒？为什么啤酒瓶会爆炸？如何预防？发生爆

炸该怎么办？记者就这一连串“？”作了深入调查。围绕小女孩之死和消费者权益的主题，写

出“旧事重提”、“案例分析”、“内情披露”、“市民心态”、“现场目击”、“特别提

醒”、“知识解答”和“最新信息”。 

热点追问通常有两个方向：为什么和怎么办。多问几个“为什么”，把解释性报道引向深入；

多问几个“怎么办”，把服务性报道做到位。一般说来，“怎么办”比较简单，“为什么”就

复杂一些。它既可以正向追问，又可以逆向追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对重庆市的“市长公开

电话”进行报道，充分肯定了其积极作用。然后角度一转，无疑处有疑，追问为什么会出现

“市长公开电话”？进而指出那是因为解决老百姓急难问题的正常渠道不畅通，以至于大事小

事都要找市长。 

 

文章管理：beyondsun （共计 978 篇）     

CDDC刊载文章仅为学习研究，转载CDDC原创文章请注明出处！ 

 相关专栏：张立伟

· 读《传媒竞争：法则与工具》 (2007-10-9) 

· 评《传媒竞争：法则与工具》 (2007-10-9) 

· 郑志荣《志当存高远》序 (2007-10-1) 

· 新闻研究如何与时俱进 (2007-10-1) 

· 四川文化产业发展现状与特征 (2007-4-16) 

>>更多 

 相关文章：新闻报道

· 台湾主流报纸大陆新闻报道内容分析(7) (2007-3-1) 

· 台湾主流报纸大陆新闻报道内容分析(6) (2007-3-1) 

· 台湾主流报纸大陆新闻报道内容分析(5) (2007-3-1) 

· 台湾主流报纸大陆新闻报道内容分析(4) (2007-3-1) 

· 台湾主流报纸大陆新闻报道内容分析(3) (2007-3-1) 

>>更多 

 
╣ 新闻报道的七个创新机会（1） 会员评论[共 0 篇] ╠



 

╣ 我要评论 ╠

会员名：    密 码： 

  

 

关于CDDC◆联系CDDC ◆投稿信箱◆ 会员注册◆版权声明◆ 隐私条款◆网站律师◆CDDC服务◆技术支持

对CDDC有任何建议、意见或投诉，请点这里在线提交！  

◆MSC Status Organization◆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版权所有◆不得转载◆Copyright © 2001--2009 www.cddc.net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如有违反，追究法律责任. 

提交 重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