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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为什么”更复杂的，还可以追问“怎么看”。特别对一些涉及面广，性质复杂的热点。

“怎么办”与“为什么”都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而追问“怎么看”，却可以给受众提供视

角、思路、观点及情感的引导。美国传播学家梅尔文·德弗勒曾提出媒介依赖论。认为受众对

媒介的依赖有两种情况：一是日常依赖，平常提供的信息满足其基本需求；二是异常依赖，社

会重大变化，情况不明，急于从媒介了解情况或看法，依赖明显增加。在后者，媒介也最容易

通过引导热点来树立威信、深入人心。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袭击中国驻南联

盟大使馆，各报都报道了人民群众的抗议活动。但北京青年报却超前策划了“怎么看”，在抗

议高潮之后的5月15日，隆重推出“重新认识系列”：重新认识人权；重新认识新闻自由；重

新认识国力；重新认识全球化；重新认识美国大片；重新认识西方文明。一天一题，一直持续

到5月20日。通过众多专家学者的剖析，把广大青年学生从愤激抗议引导到深层次的思考中

去。新闻出版报评价：动作之快，令同行吃惊！ 

五、击中时代之弦 

法国学者福科指出：每一个时代的视野都是独特的，与其他时代不同，这使得一个时代的人不

可能用另一个时代的人的方式去思考。时代视野的不同，决定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关注焦点，

这就是一些绷紧的“时代之弦”，击中它就能引起共鸣。解放日报准备写上海人的生活水平。

从统计局拿到两份报告，拟定题目时有人提出用《上海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意思未尝不

可，但总觉得陈旧老套。议来议去，觉得“钱”是当今老百姓关注的焦点。文章做在这上面，

保证读者爱看。最后见报的题目是：《上海人，钱从哪里来？钱往何处去？》范敬宜曾要求：

“寻找最带有共性的话题，最能引起共鸣的角度，最能动情的切入口。”兼顾这三个“最”击

中时代之弦，想不引起共鸣都不容易！ 

时代之弦也有大弦与小弦，其共鸣的力度和影响是不同的。其基本内涵是“上下都关心”，上

面关心是符合新闻宣传导向，下面关心是符合民心人情期盼。“上下都关心”，报道就引起上

下的广泛共鸣，成为传颂一时的名篇。 

汤因比认为，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面对自然和社会的挑战而不断应战的历史。时代主导大

弦的基本内涵之所以是“上下都关心”，因为那涉及一个时代对重大挑战的回应。1999年，武

汉一位个体餐馆的老板为了抢救不慎被毒蛇咬伤的打工仔，不惜重金包专机连夜送他到广州抢

救，还有数百人自觉参与抢救行动。南方日报和广州其他媒介在同一天得到新闻线索，发出的

第一篇报道与其他媒介也无二致，就是地道的社会新闻。然而，深入思考后他们意识到：包机

救人事件除了具有可读性，还生动反映了新型劳资关系和新型人际关系，回答了一代人的道德

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社会转型期，在金钱和道义之间怎样选择？这才是新闻的真正价

值所在。 

·论新闻编辑的策划  

·新闻编排要注意的问题  

·新闻来稿的标题发布  

·现代报纸版面设计对版…  

·网络道德，舆论宣传的…  

·服务是永恒的主题  

站内搜索 登陆 论坛注册



记者每天要接触很多的人和事，根据已有知识和经验，他们要对这些人和事归类。有的只能那

样归类，有的则存在以不同方式归类的可能性。不同的归类就是赋予不同的价值。同一个包机

救人，既可归入猎奇的社会新闻；也可归入“回答一代人的道德问题”。新闻的社会影响力离

不开新闻发生的时代背景，正因为部分个体经营者利欲熏心，欺压雇员，人情冷漠，为商不仁

已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重大社会问题，包机救人与之形成巨大反差，它才可能“回答一代

人的道德问题”。在归类时，胸有时代的“问题目录”，尽量使对新闻素材的归类成为对时代

重大挑战的回应。挖掘新闻素材的“挑战—应战”价值，深刻反映时代应对挑战的智慧及其成

果。它就会大大“升值”。 

在其他媒介追踪包机救人的旁枝末节，满足受众的好奇心时，南方日报拿出大量版面对事件的

意义进行发掘。再次提炼素材写出长篇通讯：《为了一个受伤弟兄》。接着的一个多月，既对

事件跟踪报道，又邀请专家座谈，发动读者展开大讨论：“包机救人告诉我们什么？”还连续

发表三篇评论员文章，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义利之辨、新形势下的劳资关系、新型人际关系等

方面总结提升包机救人的内涵。一时间，全国多家新闻媒介或转载或跟进报道。整个报道结束

时，广东省委副书记在南方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称赞这是“深入人心的成功典型报道，精神文

明建设的生动教材”。 

六、新闻与历史互渗 

有人说，“新闻是历史的初稿”，那么，历史就是新闻的二稿、三稿乃至定稿。在新闻中引进

历史，从历史角度来看今日的新闻事件，在新与旧之间发现联系，就能大大加深报道的内涵，

可以说是“对比出新闻”。 

多数新闻报道都是“易碎品”，除了当时的信息，没有多少其他含义。但如果在当时信息中发

现与一类事件的历史关联，往往就超越易碎品而具有更丰富的内涵。一位西方记者要写一篇关

于严重交通事故的报道，在核查材料时，她回忆起不到半年前，在同一十字路口发生的另一起

交通事故。她先写出今天的报道，然后去资料室查阅报纸。的确，那里是发生过一起致命事

故，情形和这一次惊人地相似。她拨通了警长的电话，警长告诉她，从他服役以来，那里已发

生过四五起致命事故。她觉得好奇，驱车出发。当她按照事故死亡人所走的同一道路驶近十字

路口时，发现由于从左边过来的路有一陡坡，结果使能见度不到35码。这些材料有助于解释事

故为何频繁发生，她写出了一篇重头报道。 

互渗，既可以在新闻中引进历史，又可以从历史中发掘新闻。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

当代史”，对新闻人比对历史学家还重要。不是为了重现古典，而是从受众的当前兴趣出发，

到浩瀚历史中提取“值得”回忆的事实。历史事实与现实热点相连，与受众有心理的接近性。

这又通常有两个类型：“让历史告诉未来”型和“老照片”型。前者多用在节日庆典、纪念特

刊；后者多用于日常生活。前者更偏于理性的思索与展望；后者更偏于情感的怀旧与追忆。前

者主要是“以今天的事态，核对昨天的背景，说出明日的意义”；后者主要是“历史是人的自

传”，从回溯中得到情感的慰藉。1999年8月，身处“火炉”的武汉人读到长江日报推出的专

版：“本世纪武汉家庭消夏备忘录”。讲述老百姓的度夏故事——《九十年代：夏天不再属于

家庭》；《八十年代：家有电扇的日子》；《七十年代：竹床最后的辉煌》；《六十年代：泡

进江河最快意》；《五十年代：露宿到天明》…… 

卢斯认为，一个最佳记者的重要信念，就是把任何具有重要性的题目都变得引人入胜。新闻与

历史的互渗有个特别的好处，它可以在一段较长时间中，选择关键时刻或重要人物，讲出一个

又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2000年11月，为庆祝深圳经济特区建立20周年，深圳商报推出160版

的《经典深圳》，共9个系列，实际就是两大部分：决策者的故事和建设者的故事。九串故

事，合起来讲述改革开放的“春天的故事”。九串故事，就是九大视角，多层次多侧面地立体

展现深圳20年的巨大成就。160版的大特刊，全部讲故事，一个故事几百字、千多字，生动有

趣，可读性强，许多读者为之叫好。 

 



七、后来居上 

卢斯曾提出“快新闻”与“慢新闻”。借用这个区分，“快”是抢新闻的“第一落点”，是先

发制人的时效竞争；“慢”是在不失时效的前提下抢新闻的“第二落点”，是后来居上的质量

竞争。它通常有四种方式： 

一是补充。增加新材料或新闻背景，使第一点新闻更加丰满。新民晚报复刊不久，解放日报登

了一条消息：一游客跌进动物园老虎山，差点被老虎伤害。第二天，新民晚报获得了现场照

片。鉴于该新闻的戏剧性，决定将照片放大，图文并茂地在第一版上重登一次。发表后引得市

民议论纷纷。 

二是追踪。以第一点新闻为由头，挖掘新线索，把人家的新闻接过来做成自己的大新闻。北京

玉泉家具城失火，一般记者报道火灾发生的时间、伤亡、救援等情况就完了。但有记者发现了

新线索：像这样一个豪华的大型商业场所，失火后在3公里之内竟然找不到消防栓，像这样消

防设施不健全的情况是否普遍？他走访了许多豪华的娱乐场所，发现了新问题，如果这些问题

不解决，类似的火灾还会在这里那里发生。他就由一个新闻追出了另一篇大新闻。 

三是闪回。新闻事件结束，既可以精彩回放。如刚报道完查尔斯与戴安娜的婚礼，英国一电视

台采访观众，问他们哪些场面特别值得回忆，就把这些片断拿来重放。这电视台也就在别人停

止报道时独家出彩。也可以总结追溯。整理以往信息集中刊出，把别人零零碎碎报道过的“新

闻快餐”，重新做成线索清晰主次分明的“新闻大菜”。1977年7月13日，纽约全市意外断

电，持续达24小时之久。除两家能转移到外地印刷的报纸外，其他报纸都不得不停刊一天，包

括默多克的纽约邮报。15日，纽约邮报复刊，出的就是——“停电专号”，用纽约人从未见过

的特大字号作标题赫然写道：“恐怖的24小时！”一张图片说明是：“一座荒废的都市”。纽

约邮报并未提供什么新消息，只不过重复两家未停刊报纸已经报道过的内容，区别在于它的总

体回顾和编排手法。那天的纽约邮报比平时多卖7．5万份！ 

四是辐射。闪回是纵向回顾，辐射由点及面的是横向综合。以某个新闻事件作由头，将类似事

件归类综合，引出更多的观察与思考，分析发现普遍性的东西。1999年1月4日，重庆綦江彩虹

桥垮塌，各大媒体都作了报道。1月25日，长江日报做了一个专版：《“豆腐渣工程”惊回

首》，版面顶头安排四幅照片、四个标题：九江堤倒；西客站破；昆禄路塌；彩虹桥断。由彩

虹桥引出对我国近年来几桩重大豆腐渣工程的全面梳理。 

以上逐一分析了新闻报道的七个创新机会——当然，每个都是相对的，边缘部分有些重叠，像

七彩虹霓，各道色彩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只有中心部位才是清晰而不同的。七个机会就是七

个创新方向或线索，系统而有目的地寻找，有助于把创新从依靠“新闻鼻”、“天才创意”、

“灵机一动”、“聪明的点子”那种半神秘、半浪漫的途径中解脱出来——我不否认它们能够

带来创新，但是它们无法再现，无法教授也无法学到！创新需要从依靠“天分”的“无法可

依”中解脱出来，成为依靠“人工”的“有章可循”。成为每一个愿意付出辛劳和汗水的普通

记者都可学而至、可习而能的稳健的、有条不紊的、目的性明确、对可能获得的结果有高度可

预见性的日常行为。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新闻报道水平就会大面积地提高。 七个机会是七个

创新的方向或寻找的线索，它们并不互相排斥，实践中往往把其中的几个结合运用。而至于

“自己”此时此地究竟选用哪个机会，或结合哪些机会，要放进“竞争三角”来衡量。因为媒

体竞争就是“三维竞争”，经常需要考虑三个维度：如何满足受众；如何胜过竞争对手；如何

增强并体现自身实力与特色。受众、对手、自身，三点连成一个竞争三角。能够发挥自身特长

比竞争对手更好地满足受众的机会，就是此时此地适合自己的最好机会！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 张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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