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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消息的含金量 

时间：2005-4-9 23:58:10 来源：人民网 作者：王毅 阅读2118次

  

  “含金量”这个词，在新闻界使用频率比较高。认为某一件新闻作品很好或者能够创优获

奖时，就常常说含金量比较高。那么，含金量到底是指什么？都“含”哪些“ 量”？本文试

从消息这个新闻的主体切入，作些探讨。 

  所谓消息的含金量，是指这条消息中所蕴含的新闻价值和宣传价值的大小或高低。这是从

内涵上来讲的。一般来说，具有“新闻”和“宣传”双重价值的消息，其含金量比较高；反

之，则比较低。而从外延上来讲，消息的含金量，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闻含量。 

  这里的“新闻”特指新的信息。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陆定一给“新闻”（即

消息）所下的这个定义已是共识。这个定义表明，看一条消息是否有价值，首要的是看它是否

传递了新的信息（这个“新”既是指时间上的“新近性”，也是指内容上的“新鲜性”），而

且越“新”越好。也就是说，一条消息中包含的新的信息越多，这条消息的含金量越高。例

如，经济参考报记者采写的会议新闻《沙产业崛起有望前景远大》，就是一篇新闻含量很高的

消息。专家在评介时给予高度评价 ，认为这条消息不仅将“沙产业”这个全新的概念展示给

读者（传播了一条新信息），而且传递了“崛起有望”这样一条更为重要的经济信息、科技信

息。像这样的传递了新的大量的信息的消息，自然有含金量，尽管是会议新闻，也能够创优。 

  二、政治含量。 

  党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坚持“政治家办报”，坚持党性原则和实事求是，把握正确的舆论导

向，必须站稳政治立场，确立政治观点，具有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中央提出的这些原则

性要求，决定了以消息为主体的新闻报道的政治含量要高。对党报的新闻宣传来说，尤其如

此。讲政治含量，就是要求消息所表明的观点和所报道的内容要符合和体现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消息的政治导向必须明确，即倡导什么、反对什么，要旗帜鲜明。新华社曾播发一条消

息《夏收何必搞仪式 小麦未熟遭“剃头”》，就是一篇旗帜鲜明的批评报道，获得１９９７

年度中国新闻奖二等奖，这与记者高度的政治敏感分不开。请看，为了搞夏收仪式，竟然把没

有熟的麦子割了，可见形式主义在某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已严重到何等程度。同反对主观主

义、官僚主义一样，形式主义历来是我们党所反对的不正之风。从实质上讲，形式主义也是一

种腐败现象。反对形式主义是“讲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新华社的这条消息正是从政治的高

度揭示了形式主义的危害性。可以说，这条消息的含金量主要就体现在政治含量上。换言之，

消息有了政治含量，就有了宣传价值，新闻价值就相应地“ 增值”了。 

  三、哲学含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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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含量是指消息的哲学思辨色彩，即消息中所闪烁的唯物辩证法之光。从写作方法上

讲，消息的哲学色彩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小中见大， 即用小角度或小题材去写大主

题，所谓一滴水可以映照太阳的光辉；二是曲中见直，即不直接去写要报道的对象，而是先迂

回曲折一番，兜个圈子之后，再让其亮相；三是由此及彼，即由此人或此事联系到彼人或彼

事，对比着去写，在联系和比较中升华新闻主题；四是由表及里，即透过表面现象抓住事物本

质，深入剖析、挖掘新闻事实。上面讲的“小”与“大”、“曲”与“直”、“此”与

“彼”、“表”与“里”，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在消息写作中将这些辩证关系处理好，就

能够增添消息的哲学色彩，使读者在接受新的信息的同时，又能体味到哲思理趣之美。笔者参

与采写过一条消息，题目是《中学生致信市长提建议 铜川市嘉奖“小主人”》，被新华社播

发后，在《人民日报·海外版》、 《中国青年报》、《北京晚报》等中央、省级报纸刊登。

这则新闻，论题材并不重大，就是一位中学生给新当选的市长写信，对城市建设有关问题提了

一些意见和建议；市长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予以研究、采纳，并看望这位中学生，对他进

行了奖励。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笔者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条小中见大的好新闻。“大”，体

现在两点：一是中学生致信市长提建议，体现了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二是铜川市嘉奖“小主

人”，体现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观点。联想到江泽民同志一再

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就感到这条新闻又是“讲政治”的具体体现，这件小事反映

的却是重大主题。因而，这条新闻的哲学含量是比较高的。消息的哲学色彩还体现在“度”的

把握上，就是在语言、语气、语调上要把握好尺度、火候和分寸，即：在宣传先进典型时，话

不要说得过头，不要人为拔高，要实事求是，一分为二，让人可信、可亲、可敬、可学，以避

免出现新的“高大全”；在进行舆论监督时，话不要说得偏激，不要随意上纲上线，要在尊重

事实的前提下客观、公正地“巧说”，以避免绝对化、片面性造成的失误。消息写作中的

“度”把握得如何，是衡量作者是否成熟、作品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 

  四、文化含量。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新闻属于精神产品 、文化产品的范畴，这就决定了消息应该

具有一定的文化含量。消息的文化含量 ，一是体现为含“知”量，即消息是否传递了一定的

知识信息，是否有知识品位。一条消息如果在传递了诸如新近发生的事件等新的信息的同时，

又传递了必要的知识信息，那么，这条消息就显得比较厚实、丰满，甚至可以起到深化新闻主

题的作用。人们常列举的毛泽东的新闻名篇《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便是这方面的范例。这篇

于1948年11月5日播发的新华社电讯稿，一开头先传递了一条最新的重要的事件信息：“在人

民解放军伟大的胜利的攻势下，南阳守敌王凌云于四日下午弃城南逃，我军当即占领南阳。”

紧接着，交待了一段有关南阳的历史背景：“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

争夺战。后汉光武帝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

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这段历史背景的交待，

寥寥几笔，却向受众传递了丰富的历史知识信息，而且引人深思：其一，“我军当即占领”的

南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正如电讯中所说，“在过去一年中，匪首蒋介石极重视南阳，

曾于此设立所谓绥靖区，以王凌云为司令官，企图阻遏人民解放军向南发展的道路”，由此可

见南阳作为军事要地的作用。明确了这一点，就能进一步认识到“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的重要

的现实意义所在，这就是：“从此，河南全境除豫北之新乡、安阳，豫西之灵宝、阌乡，豫南

之确山、信阳、潢川、光山、商城、固始等地尚有残敌外，已全部为我解放。”其二，这一段

历史背景的交待，更蕴含着深刻的象征意义，那就是：谁代表进步、代表革命，最终就必胜；

谁代表落后、代表发动，最终就必败。毛泽东信手拈来这段历史背景材料，巧用于消息之中，

使消息有了厚实的历史底蕴和很高的知识品位，同时深化了“中原我军占领南阳”这一事件新

闻的主题思想。他那渊博的历史知识读来令人赞叹不已。二是体现为含“精”量，即消息写作

有无精品意识。这里所说的精品意识，即思想性与艺术性在消息写作中的完美统一。所谓思想

性，就是要在消息写作中高扬主旋律，紧扣时代脉搏，反映群众意愿，服务中心，服务大局，

使新闻有指导性，为改革、发展和稳定提供舆论支持。所谓艺术性，就是要在消息写作中善于

运用新的手法和笔法，真实而生动地揭示新闻、活化新闻，使新闻有可读性，成为精美的精神



食粮，为广大读者所喜爱。消息的文化含量要提高，要求作者必须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坚实的

文字功底。毛泽东学识渊博，他写的如上面分析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以及其它的如《中国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我军解放郑州 》、《爷台山战

事扩大》等消息，都可谓文气磅礴、笔力雄健，有很高的含“精”量，历来为人们所称道，成

为我国新闻史上的名篇精品。 

  现在的消息精品也很多。例如新华社记者张宿堂、郭献文采写的《中华民族治黄史上最壮

丽的篇章 黄河小浪底工程截流成功》（见《人民日报》1997年１０月２９日头版头条），就

是一篇含金量高的好作品。笔者曾在《新闻出版报》上撰文予以评介，认为这条消息好在以下

几个方面： 

  一是文气磅礴。黄河小浪底工程是“中华民族治黄史上带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工程，报

道应有相应的体现。这篇消息的标题响亮而醒目，导语简洁而有力，几处描写和叙述很有气势

和力度，如“截流后滔滔黄河水即从此改道，穿过左岸山体的三条巨大导流洞，注入下游河

道”，使人不能不为黄河之伟力所震撼。 

  二是现场感强。记者从“一大早，黄河两岸山头上聚集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乡亲，争睹黄

河截流的最后冲刺”，写到“当４６辆载重汽车从两岸依次把最后一批石料倾入龙口时，北岸

山壁上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迎风展开”，再写到“参加仪式的３０００多名中外建设者和周围

数万名干部群众欢声雷动，无数彩球伴着震响山河的汽笛声腾空而起”，使人如临其境，沉浸

在截流成功前后的喜庆气氛之中。 

  三是背景厚实。消息中既交待了“自先秦到民国２５００年间”黄河决口泛滥、改道等历

史背景，更交待了“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特别是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时

刻把黄河安危紧系心头”的政治背景，这样，就从现实与历史与政治的高度拓展和深化了报道

主题。 

  四是评价精当。黄河小浪底工程截流成功，其重要意义和重要作用是什么，这是人们关心

的。记者在文中引用了李鹏总理的话，阐明了重要意义，加深了读者对小浪底工程的认识，同

时也升华和强化了报道主题。 

  《截流成功》这条消息对出席截流仪式的中央领导同志也处理得不落俗套。李鹏总理、姜

春云副总理在报道中都是很自然地“出现”，比常规写法“出席”更使人感到亲切。值得一提

的是，记者在采写报道时还注意把镜头对准群众，给“８４岁的老河工徐福龄”以动情的一

笔。此外，消息的篇幅也不长，像这么重大的报道，只有１０００多字。这些，都是采写重量

级消息报道的记者应该学习和借鉴的。 

  从这条消息文气磅礴、现场感强等特点中，可以掂量出它的文化含量；从这条消息对新闻

背景的交代和新闻意义的评价中，又可以掂量出它的政治含量。所以，称这条消息是一篇含金

量高的好作品是当之无愧的。 

  消息的含金量的终极体现，还应该是读者含量（即消息拥有多少读者）。消息有了 “新

闻”、“政治”、“哲学”、“文化”等“含量”还不够，经过传媒刊发或播发以后，赢得了

受众才有实际价值。如果一条消息拥有众多的读者，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则说明这条消息在

市场上的卖点高，即有含金量。所以，判断一条消息是否有含金量，最终还是要看它是否有读

者含量。这就给记者或编辑们一个提示：在自己“生产”或“加工”的“产品”（消息）

“销”出去以后，要及时收集“消费者”（读者）的反馈信息，看看是否“适销对路”。这样

做，对于改进消息的写作，提高消息的含金量，进而提高整个新闻宣传的质量和舆论引导水

平，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作者是陕西省铜川日报社副总编辑、主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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