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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司马迁著史的求真精神一直为世人所赞誉，他在《史记》中运用的“寓论断于叙

事”也倍受后人推崇，在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里认为《史记》人物传记的最大特

点，是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本文试图从“寓论断于序事”和新闻写作中作者意见的表达之

间找到切入点，旨在分析两者在写作技巧上的相通之处，以启发新闻工作者能从我国史学家那

里得到一些思想上和技法上的精髓。 

[关键词]：寓论断于序事、新闻写作、新闻写作中意见的表达 

对于新闻与历史的关系，新闻界有一种普遍的说法：“今日之新闻就是明日之历史”，由此可

见新闻之于历史的价值和作用。之于把它们放在一起比较，是因为两者都强调对客观事实的尊

重，不管是记录历史，还是记录新闻，都要求记录者捧着遵从事实的态度对发生的事实做客观

的描述。这在古今中外都得到普遍的认同。但在实践操作中，史家也好，新闻从业者也好，都

很难做到纯粹的、毫不偏颇的客观，其中的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对事实的记录并不等于

事实本身，而只是对事实的一种再现，而复原程度如何却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再则作为记录事

实的人是生活在社会中具有自主意识的独立个体，他们有自己的思想、观点、见解，有着自己

的价值观、世界观，而且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代表着一定阶级、集团、党派的利益，这

一切都潜移默化的体现在史学家和记者对事实的记录之中。即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就此否认

事实在历史和新闻中的重要地位。事实永远是第一性的，我国的新闻报道工作历来是重视指导

性、思想性、倾向性的，记录事实和表达思想并不是完全的水火不容，关键的是我们在实践操

作中如何把两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使我们进行新闻报道中巧妙的融入我们的思想。在这方

面，也许史学家能给我们一些很好的启示，本文就试图从我国史学家在记载历史时的“寓论断

于序事”入手，来分析记者如何在新闻写作中渗入自己的思想。 

《史记》曾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也因写《史记》获得 “有

良史之才”的美誉，正是由于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注重实录，秉着“不虚美，不隐恶”的正

确态度和严肃作风，成就“一家之言”，始终坚持对事实全过程进行考察审核以求的真相，然

后再把它如实的记录下来的原则，才被后人推崇倍至。司马迁认识到事实是第一位的，所以在

其创作《史记》中把事实作为唯一的准绳，这与孔子的《春秋》以“法”为标准记录历史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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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但是司马迁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仍然把自己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看法通过巧妙的方式

表达了出来，即把自己的见解和是非评议寓于对事实的叙述之中。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

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这直截了当的指出

了司马迁著书的特点。可贵的是司马迁的这种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述并没有让读者有强加于

人的感觉，但却让读者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理解产生影响。可想而知，如果能把这种方法运用

到新闻写作中去，那么新闻的舆论导向作用就不言而语了，在我们当今的新闻写作中，有些记

者为了突出其所谓的指导性，往往把一些口号式的、说教式的句子生搬硬套的穿插在新闻报道

之中，这样的新闻报道，不但索然无味，没有起到其应有的正面效果，往往适得其反，使读者

产生厌烦的心理，这样的报道我们是不提倡的。新闻报道是一门艺术，需要讲究方法，宜诱不

宜硬。相对而言，司马迁则不用专门说一些议论的话语，就可以在史实的叙述中把自己的观点

表达出来，这是他表达历史观点的特殊形式，这对新闻记者来说是非常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 

一 通过事实的选择，用事实本身来说话 

世间万物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点，对现实事件的报道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来对

其事件做不同的报道，就会产生不同的传播效果，记者的对新闻事件的评价也正是体现在这种

选择中。胡乔木曾经说过：“我们人人都会发表有关的意见，新闻却是一种无形的意见，从文

字上看去，说话的人，只要客观地、重视地、朴素地叙述他所见所闻的事实。但是因为每个叙

述总是根据着一定的观点，接受事实的读者也就会接受叙述中的观点。”这就告诉我们事实本

身有着足以说服读者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往往要比外在、强加的“有形意见”大得多，而新

闻记者完全可以通过对新闻事件的选择来传达自己的意见。作为新闻记者应该在事实的选择上

多花工夫，而不是一味的直接抒发受众难以接受的主观情感。 

在《史记》，司马迁禀承着“实录”精神对人物的历史活动进行了如实的记载，同时，在这种

叙事中，也寄寓着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和鲜明的爱憎感情。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具体描写，

靠着形象的感染力，表现了对历史的判断、对历史精神的把握和对历史人物的情感。在《史

记》中有名的《项羽本纪》里，司马迁以极其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个失败的英雄，即赞扬项羽勇

猛无比，摧毁秦皇朝暴力统治的功绩和精神；也指责他沽名钓誉，头脑庸俗，胸无大志；批评

他以粗豪自恃，无比残暴。所有这些都是通过项羽本人的事迹来表现的。在本传里，作者没有

发议论，但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于叙事之中是有显明的表示的。在《李将军列传》里面，为了

突出表现李广晚年不得志的悲凉结局，更重要的是为了表达出自己对李广这个人物同情和惋惜

的复杂心情，司马迁并没有把李广塑造成一个战功赫赫，攻无不克的大将军，而是着意写了他

一生中少有的几次败仗，对于李广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军事才能则着墨很少，只是用“李广才

气，天下无双”“左右以为广，名将也”概括之。以此可见，司马迁的意思是很明显的，读者

也可以从此领悟到作者的用意，对李广这个人物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整篇文章中我们并没有

看到作者许多评述性的话语，但作者的用心良苦却昭然若揭，这就是司马迁的高明之处，正是

“论断寓于序事”最好的体现。 

其实，在新闻报道中也是如此，我们不妨举个例子：2005年9月8日的《南方周末》上刊登了该

报记者傅剑锋的一篇题为《冷锋：单挑骗子的“佐罗”》的文章，文章写了一位疾恶如仇、行

侠仗义，敢于和诈骗分子针峰相对的英雄式的人物。记者全篇文章运用记叙性的笔法，选取了

冷锋与张洪杰、姚若松几个诈骗分子斗智斗勇的几个典型事件，全文除了对事件作背景性的交

代外，作者基本上没有采用主观性的语言，也没有对冷锋的为人作任何的评价，但看罢文章

后，冷锋那种勇敢、机智、执着的形象却已经活灵活现的出现读者的头脑中，而这种效果正是

记者想要传达给读者的。可见，把著史方法“寓论断于序事”运用在新闻写作中同样能起到意

想不到的效果。 

有必要说明的是，对新闻事实的选择必须以遵守新闻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前提，而不能先入为主

将主观情感凌驾与客观事实之上，为表达观点去找例子，甚至不惜牺牲新闻的真实性去夸大或

虚构事实，这是新闻写作中的大忌，这在文化革命期间我们是吃过教训的。 



二 把要说的话“藏”在新闻角色的口中 

        在〈史记〉中，司马迁论断寓于叙事的另一种方法是借用了当时别人的评论或反映来

表达自己的论点，在〈叔孙通传〉中，为了塑造一个不讲是非曲直，而与时俱进、以面谀得势

的人，作者曾四次借他人之口对叔孙通这个人进行评论，如在汉高帝时期，叔孙通做的唯一大

事是定朝仪。文章借鲁两生的话说： 

“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处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 

这是借鲁两生的话指出定朝仪也不过是为了“面谀以得亲贵”。诸如此类，文中还有许多，不

一一列举，司马迁正是运用这种借人之口的方法，把叔孙通这个人刻画的淋漓尽致，给读者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新闻采写中，我们同样可以用到这种方法，新闻报道中是不宜直接的表明自己的意

见立场的，但却可以通过比较隐蔽的方法把自己对事件的看法间接的表达出来，看似作者没有

自己站出来说话，其实却很好的达到了记者想要达到的目的，而且往往比记者直接对新闻事件

发表评论更有说服力，更加容易让受众与记者在感情上产生共鸣。比如在2005年8月11日，

《南方周末》上刊载了关于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的一篇题为《“中国铁娘子”》的报道，报道基

本通篇运用别人的评价性话来串联，把不同人眼中的吴仪展现在读者面前，其中有《福布斯》

杂志记者塔蒂娜·萨勒芬和俄罗斯记者的评议，有北大女生的回忆，也有地方村民的印象。使

“铁娘子”吴仪的形象丰满起来，作者正是用这种“借人之口”的方法达到对新闻人物的评

价。 

        这种方法与客观报道中的注明消息来源是有区别的，一般的注明消息来源只是为了增

加新闻的可信度。而借人之口却往往能起到一语双关的效果，既增加了可信度，又很好的表明

了记者的态度。 

三 横向比较，从对比中显露主观倾向 

横向比较指的是把在同一时期内的不同事件或人物作比较，通过这种比较来突出事物或人物的

特点，在新闻中则表现为新闻记者为了表达自己对新闻事件或人物看法的一种方法，以此透露

出作者的思想倾向，其实这种方法我们也可以在《史记》中找到原型，白寿彝先生曾把这种方

法称之为“两两对照”。在《淮阴侯列传》和《萧相国世家》中，司马迁就拿韩信和萧何作

比，来表达出他对这两个历史人物的不同评价，在《淮阴侯列传》里，作者写韩信自恃功高，

“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却全然不知道功高震主的危机，以至在被擒后，还和汉高帝

有这样的对话：“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丞则多多而益善耳，信之所以为陛下擒也，且陛下所谓

天授，非人力也。”这也就注定了其最终被害的悲惨结局。而在《萧相国世家》里司马迁对政

治家萧何却用了一套截然不同的写作方法，与韩信的疏于自全相比，萧何则要谨慎的多，他不

只随时考虑如何解除高帝的疑虑以自全，还考虑到子孙的安全，文章说：“何置田宅比居穷

处，为家不治垣屋，曰：后世贤，是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由此看出萧何与韩信不同

的处世态度，两人也就自然会落得完全不同的下场。司马迁正是通过对这两个历史人物的不同

描述，写出这两人历史的不同特点，也写出了汉高帝统治下的政治倾向和政治气氛。其实，在

〈〈史记〉〉中，这种方法的运用还有多处，比如在《李将军列传》和《卫将军骠骑列传》

里，作者就通过李广，卫青和霍去病的对比，写出其出生不同、治军不同、战争经历不同、所

享名声和下场也各有不同。以此等等。这里就不作一一祥述。 

在新闻写作中，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两两对照”的方法来表达出自己对新闻事件或人物的是

非、善恶、美丑的评价，以达到舆论引导的目的，记者无须在新闻报道中多加渲染，就可以达

到发表自己的观点的目的，从而使受众能够随着作者预先设好的思路去理解新闻信息，让受众

自己去判断和思考谁对谁错，谁是谁非，比如新闻名篇《西瓜兄弟》，运用的便是发生在相同

空间里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事实角度：蒋军路过李楼村老大的西瓜地时，像饿狼似的你夺我抢，

 



不一会儿就将一亩多地的西瓜抢吃光了。而八路军经过时，战士们虽然口渴，却不仅“瓜地不

纳履”，连老二切好送到嘴边的瓜也婉言谢绝。这样一正一反的对比，谁好谁坏一目了然，八

路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形象跃然纸上。 

四 纵向挖掘，把意见藏在背景材料之中 

司马迁在《史记》中塑造历史人物时也非常注重运用历史环境来刻画人物，表现他对历史人物

的看法，他最善于从历史人物陈迹旧事材料中略取数事，甚至一二事，就恰到好处地概见其

人。如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就选取了项羽幼时之事作比，来突出人物的特点，文中写

到： 

项氏世世为楚将，封於项，故姓项氏。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

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於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

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学。 

这段背景材料写出了项羽自小就胸怀大志，心比天高却浮躁自负,为表现项羽个性提供了更为

深刻的资料和更宽泛的角度,也为后来项羽落败的下场埋下了伏笔.又如司马迁写《李将军列

传》，所写战争不多，为了表现李广神勇，反取李广射石、射虎之轶事，从侧面表现广出独，

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射之，终不能入石矣。广所居郡闻有

虎，尝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亦竟射杀之。 

以上相似，在新闻报道之中，为了能是受众能对新闻事实有更深入的了解，往往把新闻发生的

前因后果作必要的交代，或把与新闻事件相关的历史资料和拿来作比，把事件发生的背景材料

和可能的发展一并陈述出来，从而揭示出新闻事件的价值和意义，这一般在深度报道和解释性

报道中比较常见，这种新闻报道往往突出新闻要素中的为什么，揭示新闻背后的新闻。这种报

道往往意在笔先，用明确的观点来统领事实的报道，毫不掩饰传播者的意图。通过补充大量的

背景性事实，这些背景性事实可能是历史，也可能是各种相关专家或权威人士的意见和评论等

等，通过这些背景性事实呈现出新闻事件的意义，传达出新闻传播者的意见和观点。例如，在

2005年10月27日，《参考消息》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农民看病难出路何在》的文章，文章分

别用“曾经的辉煌”、“失落的十年”、“新型的试点”、“未来的展望”四个小标题对农民

看病难的问题作了全方位的报道，对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作了整体的回顾，并在同一版面上安

排了四篇关于印度、巴西、日本、德国四个国家的医疗制度的文章相互观照，表达出作者对我

国医疗改革事业和目前现状的担忧，作者的用意是很明显的，就是我国的医疗事业正在走下坡

路，国外的一些成功经验是值得我们去借鉴的，但文中并没有作者过多的评议性和建议性的语

言，而是运用了大量的数据和新闻背景来说明问题，把自己的声音隐藏在背景材料之中。让我

们从这些事实中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 

通过以上的对比分析，我们惊奇的发现历史之于新闻在写作技巧上的惊人相似之处，应该说，

司马迁“寓论断于叙事”之笔法与我国所提倡的“新闻的倾向性”不谋而合，我们的新闻记者

若能“以史为鉴”，把这种叙事方法运用于新闻写作中，把真实性和倾向性自然巧妙地结合在

一起，必能使写出来的新闻有另一番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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