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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我几年前在某网站从事网络内容管理时办的一份电子版刊物，定位为新闻部门内部

交流文件。内容主要涉及网络业务、新闻业务、编辑业务，旨在提高和加深对本行业的认识，

以及活跃内部气氛。双周刊，周四出刊，内部发行，内部轮流出刊。其中有个我主持的栏目叫

《冷眼看新闻》，三言两语讲述我个人的网络新闻体会。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份电子刊物没

办几期就停办了。现摘录出来，与诸网友探讨交流。 

  【冷眼看新闻】（之一）：寻找独特的新闻点 

  从本期开始，《冷眼看新闻》将成为新闻简报的一个固定栏目。为什么要用“冷眼”来看

新闻？我个人的体会是，互联网经过四五年的发展渐趋成型，网络新闻从内容、传播方式上也

有长足的进步。 

  正因为这样，网络新闻应该有新的诠释，应该用更挑剔的眼光。由于水平所限（不是新闻

科班出身），看法并不专业，仅供参考。同时也希望大家都来写两句，或开辟新话题，或就老

话题发表高见。惟百家争鸣，百花齐绽放，方可共求进步与发展。 

  本节谈的是从不同的角度寻找新闻点，新闻亮点。有的新闻事件里包含多个兴奋点和亮

点，只能从金子里挑钻石，选取最大的钻石。如果能换个角度做题，你的新闻自然也就靓了起

来，不愁掳获不了网民的眼球。因此，我们对新闻点的取向应该是我们的受众关心的是什么，

什么样的新闻点才是网民所需要的，最能打动他的“心”。 

  例举：萧灼基：中国股市处于发展新阶段（原题）--萧灼基乐观预测：上证指数3年内将

攀3000点 

  外资会以哪几种方式并购国企？（原题）--分析师认为外资进入证券市场有四种方式 

  北京旧房改造工程基本完成（原题）--大多数北京居民不再去公共浴室洗澡 

  南昌“11?11”特大银行抢劫案公开审理（原题）--南昌“11?11”特大银行抢劫案6名罪

犯被处死刑 

  【冷眼看新闻】（之二）：挑剔的网人 

  网人何以挑剔呢？九八年的时候，互联网刚开始在中国兴起时，最缺乏的是内容

（Content）。那时的中文内容是很贫乏的，有实力点的网站甚至翻译外文资料然后上传。这

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时四通利方的体育论坛如火如荼。那时的网民是忠实的，他们什么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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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不挑食不厌食。 

  时代不同了，互联网在中国有了长足的发展，媒体上网在极大程度上丰富了中文信息。然

而，网上信息却有了垃圾化的倾向。再加上网络泡沫的破灭，众多网站的倒闭，死链接充斥网

络。如同年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一样，网人也开始变得挑剔厌食了，他们倾向于浮光掠影，

东瞧瞧西看看，一不留神就出了国。 

  与其它媒体不同，网人在阅读的时候，不是被动的。网络读者是主动的，它们是在猎取信

息，而不是被灌输信息。要求读者长时间地盯着电脑屏幕，逐字阅读网上新闻的每一个字，大

段大段地读完整篇报道，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会令读者产生急噪情绪。

这也可以解释周末躺在床上可以悠闲地读完整版整版的北青报，把报纸整篇新闻细嚼慢咽地每

个细部都读到，却无法在网上看完一篇稍长的深度报道。 

  挑剔的网人通常是在浏览文本，挑选关键词、关键的句子和有兴趣的段落，对那些激发不

起兴趣的段落，他们通常是跳过去不看。面对挑剔的网人，如何侍候好他们是网络内容建设方

面的最主要问题。 

  【冷眼看新闻】（之三）：论形容词 

  新闻报道中出现大量的形容词、概念化等模糊语言这无不与中国记者的文风有关。语言文

字是思维的表现，那种“居于前列”、“取得新进展”、“新成就”的思维方式与实事求是的

科学精神不相容。 

  不要使用排比句、套话。不要滥用修辞手法。每一段只陈述一个事实或一个思想。是拥有

动感的动词或有锋利的名词。运用幽默诙谐的轻松手法和态度，显示一种个性化的风格和声

音。对于段落中的关键人物、关键名次，采取辉亮关键词、黑体关键词、或变色关键词的做

法，同时以关键词作为超链接点。  

  英国记者格林说，“要让事实说话，而不是让形容词来拔高这个事实，要抛弃那些形容

词。”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专业给学生一个硬性规定，稿件中有一个形容词就扣一分，一切要

通过作者深入现场采访的细节和感人的事实来表明。 

  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要通过自己把眼睛观察到的或采访到的事实，通过筛选，把作者的

观点、感情表达出来。感情不要通过形容词、更不要通过排比句或成语来表达，要通过用朴实

的语言描述的事实来表达。 

  【冷眼看新闻】（之四）：呕心呖血做标题 

  在网民心目中，什么样的网站属于新闻网站？网络新闻的读者是否只对个性化了的新闻感

兴趣，新闻阅读兴趣是否越来越狭窄？网络媒体的读者到底在阅读什么？他们在网上究竟阅读

哪类新闻？整篇文章？仅仅是新闻标题？ 

  问题在于我们的大多数信源来自于平面媒体，而平面媒体在标题制作上与网络媒体不同。

主题说不清的附题说，甚至还有两个从题。 

  注意新闻标题的制作。标题不仅引起读者的注意，还被用来对信息进行分类。不要搞华而

不实或哗众取宠的新闻标题。新闻标题要直截了当，使用意义明确的标题，而不是故意雕琢、

装腔作势的标题，更能吸引读者的注意。也可以通过给标题加亮区或凸显关键字眼，以吸引读

者的视线。也可以通过对标题的变色、变体，来强调某条新闻。 

 



  【冷眼看新闻】（之五）：新闻摘要 

  直截了当地写新闻导语，反对拐弯抹角地处理新闻摘要。最重要的或最有意思的永远放在

导语里，最没有意思的永远放在故事的最后。坚决不写概括性导语；不要在导语中提供新闻背

景。 

  导语要有一个兴奋点或卖点，要把新闻事件中最重要的和最能吸引读者的行动、讲话、声

明和场景放在导语中。不要在导语中埋葬新闻。没有吸引人的导语，读者是不会往下读这篇报

道的。导语要在读者心中激发一种悬念，诱惑读者往下读。 

  无新闻导语埋葬的不仅仅是新闻事实本身，它埋葬的是读者对的阅读兴趣。新闻导语要的

是气势。导语是新闻事件中最重要的事实和亮点。如果导语写得精彩，就能抓住读者，否则读

者就溜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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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文章：网络新闻

· 析网络新闻传播与传统媒介传播发展关系 (2007-8-20) 

· 网络新闻阅评初探 (2007-4-18) 

· 由"美女记者"报道析策划网络新闻 (2006-11-9) 

· 新浪、网易的网络新闻比较分析 (2006-10-30) 

· 网络新闻信息服务法制管理 (2006-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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