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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新闻是一种叙事，即向受众报告新近发生的事实。本文主要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

叙事方面入手，借用有关叙事视角理论，对采用第一和第三人称叙事的新闻作品的写作手法进

行了分析，并指出各自的优点与局限性，并希望对目前广泛采用的新闻叙事手法有所启发。 

关键词：新闻叙事 第一人称 第三人称 

一、引言 

新闻是一种“叙事”，即向受众报告新近发生的事实。按照热耐特的说法，所有叙事，不论明

确与否，都是第一人称。[1]因为既然叙述者是故事的讲述者，那么不管叙述者是以第几人称

指涉故事中的人物，也不管这个人物是不是叙述者自己，叙述者自始至终占有一个本原性的

“我”。[2] 无论谁充当叙述者，他只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以“我”的口吻叙事。习惯上区

分第X人称叙事所依据的不是叙述者对“我”字的实际占有，而是叙述者指涉故事中的人物时

所使用的人称。当人物被第三人称指称时展开的第三人称叙事中，叙述者是作为文本话语行为

的主体被感知的，读者会感到一个幕后的“我”的存在，这个“我”在指使着文本中的作为第

三人称的“他”进行叙述。 

在虚构叙事文本中，不存在叙述者与人物的任何统一关系，在像诸如新闻作品等非虚构性叙事

文本中，会出现叙述者主体（可能是讲述新闻的记者，也可能是新闻事件中的人物）与叙事文

本中的“我”的统一性。新闻叙事中，记者（叙述主体）所采用的叙事视角也是多样和复杂

的。 

所谓记者的叙事视角即记者建构叙事的角度。当提到记者的叙事视角时，在文本中直接显现为

叙事人称的变化。如新闻事件可以由无所不知的“我”(记者)用第一人称（我）或虚化的第一

人称（记者）讲述，可以由事件中不同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可能包括记者，也可能只是记者所

观察到的除自己以外的人物）用第一人称（我）或第三人称（他或具体的人名）讲述事件，也

可以由一个人物（这个人物也可能是记者本人，有可能是事件中的人物）用第一人称（我）讲

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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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记者的叙述视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记者作为参与新闻事件的人物，以第一人称或第三

人称（记者，实际是第一人称的虚化）叙述的方式讲述故事，记者在新闻事件所处的位置可能

是“主角”，也可能是“配角”。一类是记者不参与新闻事件，新闻的叙述者可以是记者所记

录的事件中的人物，记者记录他们的声音；叙述者也可以是隐藏在幕后的记者，一个无所不

知、“超凡脱俗”的“我”，向受众讲故事。 

二、新闻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分析 

当记者作为事件中的主要人物，以主角的身份出现，叙事以第一人称出现的时候，记者不是一

个事件的旁观者，而是整个事件的亲历者，他本身就是事件的角色，成为事件的核心人物。有

人称这种叙事视点为“主人公视点”。“此时的记者有时完全是在讲自己的故事，这样的新闻

报道在个人亲历性报道中十分常见。”[3]如英国首相邱吉尔在作为一家新闻画报的战地记者

的时候，曾写下如下的新闻- 

“我躲在一节火车厢里，周围全是沙袋，我携带的饮水剩不多了，我藏在那里，气也不敢

出……我穿过了民团设置的警戒线，走到迪拉果阿湾铁路附近……我费了好大力气，才在这列

货车全速行驶前爬了上去，在一袋一袋煤中藏起来。” 

这样的以第一人称叙事的新闻作品乍读起来就象是一篇小说，对读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事件

中的一切所思所想全是属于“我”（记者）的，一切由“我”说出，具有强烈的唯一性和高度

的“独家新闻性”。因为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我”又是事件的经历者，已经不再是冷静

的旁观者，中立的评判者，而已成为事件的主动参与者，热情的表达者。以第一人称叙事的亲

历性报道不仅能够调动读者的兴趣，还能以其强烈的真实感而获得读者的信任。“主人公”视

点的好处在于，人物叙述自己的事情，自然而然带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和真实感，只要他愿意

就可以坦露内心深处神秘的东西，即使他的话语有所夸张或自谦，读者也许把这当作他性格的

外露，不会百般挑剔和质疑。另外，它多少吸收了全知视点全方位描述人物的优点，特别是便

于揭示主人公自己的深层心理。[4] 

记者采取主动参与新闻事件，以第一人称叙事的新闻写作手法伴随着隐性采访的兴起而越来越

受到记者的偏爱。特别在一些软新闻中，记者以新闻事件参与人的姿态向受众讲故事，除了使

新闻能够产生独家性、高保真性外，记者以“我”叙事能够拉近与受众之间的情感交流。习惯

了高傲的“记者”口吻叙事的受众面对一个坦露心扉的“我”，在心理上拉近了与“我”的距

离，以情感感染人，同时又能满足对“我”的一种心理窥探的满足感。在新闻媒介竞争激烈的

今天，记者主动走下盛气凌人的以俯视的口吻叙事的神坛，可以说既是满足受众不断寻求新鲜

感的需要，也是加强与受众平等对话的需要，以赢得受众信赖与好感，培育一类忠实的受众，

加强自己媒介的竞争地位。这类叙事文体的出现，给陈腐的传统的新闻叙事手段带来了一股清

新的风气。 

但是，在一些容易牵动人的感情的新闻报道中，一些记者依旧墨守成规，采取以“记者”的口

吻叙事方式，尽管记者也参与了事件，但对受众的感染力就要小很多。2002年12月6日《齐鲁

晚报》的文章《走进遗体美容师》—— 

12月3日是济南冬季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记者走进了济南市殡仪馆，体验如何作为一名合格

的遗体化装师。因为是第一次去停尸间采访，去以前特意喝了点酒壮壮胆子……记者戴上张师

傅递过来的一次性长胶皮手套，先帮着整理死者的衣服和披在身上的棉被。然后开始为死者化

妆…… 

试把上面的“记者”改为“我”，感染力就要强得多，“我”是一个被赋予了真情实感的我，

不再是一个作为无冕之王口气生硬的“记者”。 

当然，第一人称叙事中的“我”难免孤陋寡闻，但与读者的交流是近在咫尺的，能够与读者产

生强烈的共鸣。美国报业大王杰克富勒曾指出，“第一人称叙事全为表现中心主义打开方便之



门，但只要处理得当，在新闻报道中使用第一人称既能够是吸人入胜的，又能够是公正的。使

用第一人称叙事的新闻记者不要假装自己是无所不知的，他可以坦陈限制他的观点或是使他的

反应带上偏见的东西。[5] 

《中国青年报》2002年11月24日记者原春琳的文章《毕业生从容面对就业高峰》： 

“年年采访招聘会，年年在人海中搏击。11月23日，我硬着头皮到首都体育学院，2003届北京

高校电子信息类毕业生双选会正在这里举行……我不敢想象馆内是怎样地拥挤混乱，走进田径

馆，我有点吃惊，人的确很多，但没有我预想地那样可怕。最让我惊讶的是那些来求职的毕业

生……” 

在这篇新闻作品中，记者原春琳以“我”独特的视角采写了这篇新闻。在对客观事件描述的同

时，充分展示了“我”的一些感情、观点、见解，使自己的倾向性很好到融入到新闻作品中，

把文章主题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与读者形成了一种很亲密的交流关系。读者容易了解到事件

的来龙去脉，体会到“我”的想法、情感、个性，体会到与“我”精神交往的愉悦。 

还有一些新闻事件的叙述是由作为新闻事件人物的记者与新闻事件中的其他人共同承担。记者

虽然参与整个新闻事件，也以“我”的身份出现，但记者只是新闻事件中的一个配角，只是向

受众说明了自己的存在而已。记者此时起描述新闻发展过程“线”的作用。这类新闻作品叙述

人称比较容易变化，有时是出自“我”之口，有时是以记者的口吻出现，有时又是事件中其他

人物在说话。许多参与性采访报道及对话性采访报道均属此类情况。《中国青年报》2002年11

月27日沙林的文章《带着技术去天堂》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我的任务是采访几个过去的高级技术工人，听他们讲为什么今天工人的技术竟远逊于他们那一

代......记者坐在他的检疫室里，外面大公共呼啸而过......记者又一次来到震耳欲聋充满油

味的检验房......他给我讲了一个知识分子和工人结合的典型......” 

上述新闻作品的叙述视角不断发生变化，在同一事件中，记者具备了两种身份，一种是站在事

件外的叙述者，一种是处于事件中的叙述者，这样不断转换叙述视角的写法，使作品更加富于

变化,克服了记者“一个人说话”与“主体”展示新闻事实的矛盾，丰富了新闻的表现手法，

提高了新闻的可接受性与可读性。 

有的新闻叙事让第一人称的虚化——是叙述者用“记者”叙事，却常常不进入情节，因而没有

更多的机会使用“记者”，这样他讲的就是“异故事”（别人的故事）。[6]如《中国教育

报》的文章《传媒焦点：同居怀孕大学生被开除事件的调查》—— 

近期，北京、重庆两地媒体争相报道了重庆某高校开除一对因同居怀孕的大学生一事，引起教

育界及社会的普遍关注。近日，本报记者深入该校，对此作了详细采访……10月1日晚10∶00

左右，某高校法律经济学院学生马本秀到学校医院检查身体，校医院谢医生怀疑马为宫外孕。

当时，马腹腔内积血，出现休克等症状，性命堪忧。鉴于学校医院的治疗条件，校医院负责人

打电话到马所在学院黄书记家，要求派人协助转院继续治疗。其间，马及其男朋友杜自珍承认

他们两次在某宾馆同居过。 

……记者在该校采访马本秀时，与远在北京的马父通了电话。他表示，自己的孩子并没有不当

的行为，学校没有保护好孩子的隐私，学校作出的处分决定，学生家长不能接受，并保留申诉

的权利…… 

“你知道最近发生的学生因同居被开除的事吗？”记者在该校随机采访了部分大学生。大多数

同学表示以前不知道此事，但现在知道了。其原因是媒体尽管使用了化名，但在报道中细化至

某专业、某年级，本地人一看便知。该校网站上也开展了大讨论。绝大多数学生反对婚前同居



的行为。他们认为，作为学习阶段，事业发展方向不确定，婚前同居不仅不能有效引导爱情走

向婚姻，最终还可能给双方留下更大的伤害…… 

三、新闻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分析 

第一人称叙事目前采用的比较少，比较常见的一种新闻叙事方法是新闻事件完全由“我”——

热氏所指的本原性的“我”（记者）来讲述，但“我”完全隐藏在幕后，向受众传递自己的声

音，即第三人称叙事。"成功的第三人称自我指代似乎只限于有权力的人使用，他们很自然地

把自己看作万众瞩目的中心。”[7]第三人称叙事在虚构文本上的应用除了叙事的方便外，还

有重要的一点是作者有意拉开与读者的距离，尽量远离作品中的人物。在新闻等非虚构性叙事

文本中，使用第三人称叙事可以增加叙述者说话的分量，使受众相信叙述者所提供的信息是客

观和公正的。“第三人称的叙述者可能是无所不知的，他钻进了每个人的大脑……叙述者可以

在某一章节采纳某个人的观点，然后又转而采纳另一个人的观点。”[8]在采用第三人称叙事

的优秀新闻作品中，记者（叙述者）往往未露面，几乎看不出记者有什么倾向性，他只是在客

观地、冷静地向受众讲述一个原汁原味的故事。从受众的角度来说，记者藏于幕后的叙事方

式，要显得冷静客观的多。记者所叙述的材料是从方方面面得来的，限于叙述人所知道、所经

历、所推断以及与其他人物交流所发现的范围，很少夹杂个人感情，显得客观一些。因此第三

人称叙事只是写作手段。请看新华社的一条新闻： 

广东吴川市特大投毒案告破 

新华社11月28日广州电：11月25日11时30分，广东吴川市黄坡镇康乐第二幼儿园11月25日发生

的70多名幼儿和2名教师中毒事件，经湛江市公安局60多个小时的连续奋战，今天凌晨4时10分

已成功告破，犯罪嫌疑人黄湖已被抓获。 

11月25日11时30分，广东吴川市黄坡镇康乐第二幼儿园70多名幼儿和2名教师吃完早餐后，相

继出现呕吐、抽搐、腹疼、出冷汗等症状，当即被送往吴川市人民医院和南油医院等进行洗

胃、解毒等抢救治疗。 

据查，黄湖于今年10月4日经营个体幼儿园。由于自己的幼儿园管理不善、效益差、夫妻不和

等原因，对康乐第二幼儿园产生忌妒心理，于11月24日晚爬进康乐第二幼儿园的伙房，用事先

购买的毒鼠强，投放到食盐中，然后逃离现场。 

像上述新闻所采用的叙事视角，记者作为叙事者就象是一个超脱的观察者，不动声色的记录下

周围发生的一切。他站在公众的角度上，通过隐去作者人称、身份等的方式来讲故事，自己的

个性尽可能深藏不露，以“局外人”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来讲故事。这样的叙事人称多用于一

些时政性、政治性等比较严肃的硬新闻中。这样以冷冰冰的口吻的叙事方法，可以给人一威严

感，确保新闻的权威性，在受众中无形中形成一种话语霸权。记者此时似乎在向受众传递这样

一种声音，即记者所传递的声音是千真万确的，不容质疑的。这样的叙事手法可以在受众中树

立权威，但因其高高在上、冷冷的话语姿态也可能引起受众的厌恶，甚至可能对其真实性产生

怀疑。 

有时作为叙述者的记者可能并不在场，他往往采用让事件中的人物“现身说法”，即通过事件

中人物耳闻目睹、震撼内心的最强烈的印象讲故事。如《中国青年报》曾刊登的文章《长治到

底发生了什么事？》就多次出现事件中的人物讲故事的方法—— 

长子县丹朱镇西寺头村党支部书记说：“我2000年12月12日担任党支部书记，2001年3月对村

原来的帐务进行了审计，查出违纪资金67.5万元。我们向县纪委汇报，县纪委至今没有答

复。” 

吕日周当即答复：“我马上让市委办公厅通知市纪委和县纪委，今天上午就去你们村解决问

 



题。你回村等着吧。” 

象上述叙事手法比记者隐藏在幕后讲话更加可信。 

有时在某些重要事件的道过程中，发生时记者不在现场，只能事后采访。而这些新闻事件又往

往涉及方方面面不同当事人的利益，记者在报道时笔头稍有歪斜就可能歪曲事实，损害某一方

的利益，甚至吃上新闻官司。这类夹杂着不同声音的事件，聪明的记者往往采用非常聪明的叙

事角度来报道其整个过程，即让事件中的人物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记者只是一个忠实

的记录员，记录下人物的每一句话来传递给受众，起了个“音机”‘用，叙述者不发表任何评

论，只是让受众去判断。记者不是万能的，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在事件的第一现场，可以说，

记者采用这种叙事角度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同时也是“明哲保身”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如《上

海东方体育报》曾报道的球员申思打人事件（2002年12月8日）—— 

双方发生“身体接触”？ 申思保安各执一词 

申思：声明和态度  在著名球员申思与保安的冲突被媒体曝光之后，已经赴香港度假的申思

随即于昨天下午１６时委托新浪网发表了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正式声明。在这篇声明中，申思声

称，这是自己惟一对媒体发表的授权声明，这之后，对于这件事情将不会再接受任何采访。事

件的经过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６日中午１时许，我和妻子一起前往上海徐家汇一家银行办理业

务，我将车开到银行门口台阶前，然后让妻子进银行大厅办理业务，当时，在我的车前方停着

一部面包车，司机已经离去，我打量四周，并没有看到此地不许停车的标志……  

  

和申思发生了“身体接触”的小吕，昨晚向本报记者表示，他已经从与申思的事情上吸取教训

了。  “打都打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当时有很多围观的群众，他们都看到了。”小吕多少

有点不愿意回忆刚刚发生在自己和申思身上的事情，“当时是在下午一点多，有一辆蓝色的吉

普车开到大厦的过道上。我立刻上前告诉司机这里不好停车，他说他很快就好，当时我也同意

了，后来才知道那个司机就是球星申思。可没过一会儿，后面又有车开进来了，我怕过道全被

车给堵上，急忙过去告诉申思，叫他先将车开出去，兜一圈再开进来，否则后面的车子根本无

法通过。可他根本就不配合我的工作，并顺手将车窗关掉了，我随后伸手去拉他的车门，他见

状下车就推我，并责问我为何拉他的车门，我告诉他我有话对他说，争执就这样发生了。他后

来对我一阵拳打脚踢，要不是我身体还有点底子，早就倒下了，后来他被我们保安部带进去

了。由于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名人，所以他很快就被放走了。当然，他走前还没忘对我说了声

‘对不起’…… 

整篇报道记者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没有任何感情倾向，不偏不倚。事件由两个当事人各自讲

述，这增加了事件的可信性，使记者不至于因为报道失实而受到指责或被告上法庭，落上个侵

犯当事人权利的由头。此外，在一些利益冲突相当严重的名人官司中，在法律未作出最终判决

之前，在事实尚未澄清之前，记者在报道事件的叙事过程中，应避免偏向于当事人的任何一

方，要用中性、客观的语言报道，不可夹杂个人的感情色彩妄下结论，否则要惹上麻烦。近几

年不断发生的新闻官司与记者在新闻事件的报道过程中过多夹杂个人主观色彩、过早妄下结论

不无关系。 

如果采用第三人称叙事的记者在叙事时随意扩大自己叙事的权限，不加考虑地加入自己的叙事

声音，那就会使新闻显得不真实或罗嗦。“第三人称叙事可以完全是客观的，它意味着描写可

以观察到身体的细部，但是仍然存在多种变数，这取决于叙事者是窥其全貌还是管中窥豹，如

果是管中窥豹，那么他就成了有倾向性的人物。”[8] 《黑龙江日报》1986年9月29日第三版

发表的一篇《持枪杀人抢劫犯“二张”全部落网》的消息，在报道案犯相继落网后，记者写

道： 

法网恢恢，疏而不露。张福军三兄弟的落网，再次告诉人们，犯罪分子无论怎样凶恶、狡猾，

也难以逃脱人民法网，那些犯罪分子，只有停止作恶，向政府机关投案自首才是唯一出路。 



上述新闻的结尾可以说是画蛇添足，所发表的议论其实受众完全可以从记者所叙述的事实中得

出这样的结论。他以全知叙述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站出来议论，是在对受众进行诱导说教，也

低估了受众的理解力。这是采用第三人称叙事时应该尽量避免的一种行为，尽量不掺加自己的

声音或搀杂过多的个人感慨，尽量采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叙述新闻，以增加新闻的可读性，以免

让受众对新闻的真实性产生怀疑。胡乔木在《人人要学会写新闻》一文中指出：“从文字上看

去，说话的人，只要客观地、忠实地、朴素地叙述他们所见所闻的事实……学写新闻还叫我们

采用叙述事实来发表无形意见，我们往常都会发表有形的意见，新闻却是一种无形的意

见……。 

四、小结 

新闻叙事用何种视角，如何调整视角，以及多视角如何组合，是十分复杂的。很多情况下，新

闻叙事视角是变化多样的，可以局部灵活的暂时改变，转移观察或叙述角度，这既多少增加了

作品的可信性，又使叙事腾挪跌宕从而强化其表现力，读者看起来觉得自然，有时一个故事段

落中，故事陈述的视角可能在记者及记者所采访的人物之间跳来跳去，有助于复现事物本身的

复杂性，使讲述的故事变地更加丰富生动，让受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重新“过”了一遍往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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