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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都市报灾难报道的三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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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灾难报道是都市报的重头戏。在灾难报道中，都市报在自身定位、报道理念、

处理手法等各方面呈现差异的同时，也日益彰显其境界追求的多元化。本文尝试从娱乐、客

观、温情这三方面作一简要论述。并提出能体现出报道者人文关怀的温情才是灾难报道的至高

境界，而这种境界也理应成为有志于打造主流媒体者的不懈追求。  

 

    关键词： 都市报  灾难报道  境界 

 

    灾难新闻是指对给人类带来灾难的事件的报道。灾难性事件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人类无

法防止的自然性灾难，如地震、台风、水灾、旱灾、火山爆发等；一类是人类自身造成的灾

难，如恐怖活动、战争、海难、空难、交通事故、凶杀、矿井瓦斯爆炸等重大刑事案件或重大

责任事故等。  

以报道灾难性事件为主要特征的灾难新闻也因其不可预测性、影响的广泛性而受到众多读
者的关注，加之90年代后期以《中国青年报》为代表，国内各大媒体在“98抗洪”和美国遭遇

恐怖袭击等重大灾难事故报道中的大胆突破，以及政府在部分领域新闻政策的适度放宽，灾难

报道也逐渐抛弃了“主要报道救灾成绩与经验方面，一般不要再着重报道灾情”的老套，进入

了一个以客观、公正、全面的再现灾难事件本身为特点的发展轨道。  

90年代中后期异军突起并迅速占领市场的都市报也正好赶上这一时机，这使得以“贴近百

姓、贴近生活”为读者定位的各家都市报将灾难报道“做大做强”以求读者最大化的主观愿望

成为现实可能。如今读者随便翻开一份都市类报纸，无论大小、轻重，灾难新闻几乎随处可

见，甚至有读者戏言，要是哪天的报纸上没有灾难新闻那就算是真正的新闻。可以说，灾难报

道已经成了都市报纸的一种常态。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可供操作的空间内，随着媒介市场竞争的加剧，各都市报在灾
难新闻的处理手法、角度选择以及角色扮演与报道理念等方面呈现多元化的同时，也日益彰显
其境界追求的多元化。本文尝试从娱乐、客观、温情三方面作一简要论述。  

娱乐：“我”是一个煽情者  

近年来，新闻娱乐化现象在我国传媒市场愈演愈烈，而且从最初的软新闻娱乐化发展到硬
新闻软着陆，用娱乐的外衣对硬新闻进行彻底包装，强化新闻事件的戏剧性悬念或煽情、刺激
的方面，一味的追求事件的趣味性、可读性和视觉冲击力，用故事化、文学化的手法来表现新
闻事件中的“动人”瞬间。毫无疑问，在这一股娱乐化大潮中，林林总总的都市报既充当了推

波助澜的主力军也成为了市场竞争的最大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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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强力驱使也让部分都市报紧抓娱乐不放手，乐此不疲。在它们眼中，如同摆在超市
货架上的皮包、洗发水一样，新闻就是不折不扣的产品，报纸的任务就是千方百计的用娱乐元
素来包装，它们深信，“加在商品之上的娱乐光泽，其价值就像渡上黄金那样宝贵”①，即使

是灾难新闻也不例外。面对灾难，它们要做的唯一工作就是如何在灾难的废墟中去搜寻在它们

看来是最有价值的、最能吸引眼球的卖点，再加以“技巧”的包装展示。其报道处理一般表现

为：或是将灾难的负面效果人为地夸大或渲染；或是版面安排、报道规模上的小题大做；或是

耸人听闻、极具“震撼力”的标题；或是运用文学味较浓的词语、句子、各种修辞手法来描写

灾难中最“动人”的细节，当灾难发生时，报纸仿佛只是一个路过灾难现场的匆匆过客，有的

只是小孩子般的幸灾乐祸，缺乏的却是常人都应具备的人文关怀。看下面两个例子：  

江苏某行人被农用车撞倒，又被该车从头部轧过，当场惨死于血泊中，9月6日，该省一都

市报的醒目标题是： 

《骑车人“中头彩”惨死》  

同是这家媒体，不久前在报道另一起相似车祸时，采用的标题是： 

《公交车轮从头越》  

作为一个常人，这样的悲惨场面谁也不愿意看到。而该报却颇费心思，分别采用了双关
（“中头彩”）和套用诗句（“从头越”）的文学化表现手法，以期为标题增添一些娱乐元

素。毫无疑问，这些也许会让该文编辑引以为豪的“精彩”标题不但不会体现他技巧手法的高

超，反而会让读者对编辑、报纸的品格、境界产生质疑。    

客观：“我”只是一个旁观者 

客观性报道被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论所推崇，也一直被西方新闻媒体奉为“圭臬”。它强

调的是“新闻媒体更多的是像摄像机一样”、“记者只能用事实陈述、讲述这个故事，不能用

自己的观点和记者的感情说话”②。我国都市报在十年左右的发展历程中，一批标榜客观报道

理念的媒体也逐渐分化出来，它们素以“历史的记录者”自居，作为一种报道理念和自身的某

种特殊追求，不管是面对何种灾难，也不管灾难的惨烈程度，它们都坚决“不动心”，更不会

“身陷其中”。在它们看来，在社会角色扮演中报纸只能充当一个报道者、一个信息的告知

者，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力求全面、准确、公正地再现灾难事件的每一场景、每一瞬间，即使尸

横遍野、血流成河他们也“决不打算感情冲动地来写文章”（《纽约时报》刊首语）。报道用

语上，中性词的广泛运用是其报道的常态。下面是《广州日报》对包头空难的报道片断： 

记者看到，南海公园的水不再是往日清澈的颜色，成了灰黑色，靠北边的水面上，漂浮着
许多机身的残骸，往南的水面上隐隐约约地看到几具尸体在漂浮。  

水上的八条搜救船上分别有2到4个消防官兵正在紧急搜救遇难人员；而在岸上，南海公园

游乐设施周围到处是飞机的残骸。有一类似凉亭的建筑物被飞机砸倒，地上散落着一些纸张，

有鲜红的血滴落在路面上，警方正在忙碌地清理着现场，有的在搬运行李，有的在清理衣物。 

报道中报纸采用的是白描手法，如“靠北边的水面上，漂浮着许多机身的残骸，往南的水

面上隐隐约约地看到几具尸体在漂浮”、“地上散落着一些纸张，有鲜红的血滴落在路面上”

等，用中性的文字、客观冷静的叙述将记者眼前的凄惨景象告知读者，力求不偏不倚。但这种

冷冰冰的、字里行间夹杂着血腥与死亡气息的不偏不倚只会让读者感受到，灾难残酷的背后隐

藏的却是报纸的无情。 

温情：“我”是一个关怀者 



灾难性事件带给人的情感情绪反映的是悲痛、颓丧、焦虑、不安、恐慌等，但恰当的处理
灾难新闻却可以转变受众的这些消极不良的情感和情绪，使悲痛得到安慰，颓丧得到振奋，焦
虑得到舒缓，不安得到平静，恐慌得到理智，从而产生积极的和良性的言与行③。换言之，众
多的灾难（尤其是自然性灾难）是人类无法左右的，所造成的经济、物质上的巨大损失也难以
挽回，但灾难给人们带来的精神上的痛楚、心灵上的创伤的恢复却在很大程度上与媒体的作用
正相关。这就需要大众媒体能自觉地承担起一个关怀者的角色，“以人为本”，将对生命的尊

重理念和富有人性、温情的表现方式，贯穿在灾难的报道中，在对灾难新闻的采访、报道用

语、图片选择等环节都体现出对人的尊重与关爱。  

近几年来，部分都市报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并在灾难报道的处理中实践着、追求着。
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它们既能体现出无感情可言的“物”的一面，客观公正地为受众提供相关

信息以让受众知情，又能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爱憎分明的、活生生的“人”，在确

保信息完全真实准确的前提下，可以不加掩饰地使用蕴含着媒体感情的报道语言来表达对灾难

背后深层原因的严厉拷问、对肇事者的强烈谴责、对遇难者的深切哀悼、对幸存者及其家属的

真切抚慰与同情。  

再看包头特大空难次日《成都商报》的一篇报道节选：  

包头空难 副机长是成都人（主题） 

......

弟弟：我们都觉得天塌了！ 

得知噩耗的杨光的弟弟付强满含泪水。他告诉记者，杨光只有37岁，比他大3岁。两兄弟

从小玩到大，关系非常好。哥哥学习成绩出类拔萃，后来又被选入八一飞行表演队，付强为哥

哥感到骄傲，从心底将哥哥作为自己的偶像和榜样。“在我心中，他不是特技飞行员，不是机

长，他就是一个好哥哥......” 

他说，哥哥遇难的消息来得那么突然，就如同一把大锤狠狠地砸在了他的心口。“我们的

父母都是非常开明的老人，但听到哥哥遇难的消息后，他们都觉得天塌了......” 

妻子：我们如同初恋般幸福 

......，“难道真的是因为们的家庭太过完美、太过幸福，连老天爷也妒忌羡慕？为什么

不幸会降临在这样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好儿子的身上？”哭泣中的金女士似乎是在自言自

语。1996年，她与杨光结婚，虽然因为工作缘故，杨光在家的时间并不多，但只要杨光回家，

家中便会充满欢声笑语。金女士说，两人已有一个4岁的女儿，但只要与丈夫在一起，她仍然

觉得如同初恋般幸福。杨光在西延线的房子是去年才买的，并将自己年迈的父母接到了一起居

住。  

女儿：向着天空喊爸爸 

杨光的女儿还不知道爸爸遇到了意外。出发前往云南时，金女士强忍着泪水告诉女儿：
“爸爸到天上去了......”看着女儿如同往常一样，笑着抬起头，向着天空一边挥手一边大声

喊“爸爸”的时候，金女士的心都碎了。  

这篇报道虽多处使用人物的直接引语，但整篇报道以一个“情”字贯穿始终，以“弟弟：

我们都觉得天塌了！”、“妻子：我们如同初恋般幸福”、“女儿：向着天空喊爸爸”作为小

标题，加上一系列带有明显感情色彩的词语、句子和修辞的运用，如“强含着泪水”、“如同

 



一把大锤狠狠地砸在了他的心口”、“如同初恋般幸福”、“心都碎了”等，报纸仿佛同遇难

者家属一道陷入了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之中，读来催人泪下。  

小结  

崛起于90年代中后期的都市报大都走过了“跑马圈地”的原始积累阶段，众多城市的都市

报发展格局也基本成型。市场竞争的强力驱使激发部分“先知先觉”者提出了“迈向主流报

纸”的响亮口号。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说：“主流传媒的第一特质是境界”④。而灾难报

道作为众多都市报纸的“重头戏”，其报道处理是否有高境界也就成为掂量一家都市报是否

“主流”的重要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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