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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度 + 细节—对外报道的可信度 

 
《今日中国》英文版外籍雇员丹尼尔甫一就职，便赶上我们制定2008全年选题计划。我与他就十二个重点选

题进行讨论，以了解这位电影专业出身的澳大利亚人对这本杂志对外报道思路的看法。 
他十分认真地了解每一个选题的意图以及采写大纲，然后给出意见。我发现，无论是文化类的题目，如《长

城的保护》《中国当代艺术》，还是有关社会、经济等重头选题，如《农民工的生活》《基层民主选举》《中国

的环境保护》，他最担心两点：第一，只谈正面，忽略负面信息，角度单一；第二，罗列政府统计数字，缺乏真

实的人和事。他最在乎的是，坦诚谈论问题，期待读者信任。 
坦诚的态度，真实地报道，这是对外报道的关键。达到这一目标，有两个必要元素：多角度和细节。 
  
  

报道角度越多  距真相越近 

北京一家报纸曾刊登这样一条消息：房山区将炸掉一些小煤矿，以确保奥运期间首都的安全。这条几

百字的消息，除了政府做出炸掉小煤矿决定的信息外，并没有来自煤矿主、矿工、周围市民的信息。国内

读者对于这种专业性缺失的新闻也许不甚在意，但这会使其可信度下降，对外报道很忌讳。 
西方新闻理论强调信息的多元和多角度。越是多角度挖掘信息，越接近真实，使人相信。与丹尼尔谈到《中

国当代艺术》这个选题时，他说：“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选题。许多西方人并不了解中国兴旺的当代艺术景象，但

是如果他们了解，一般来说，他们将愿意知道更多。重要的是这组报道要涵盖各种各样的艺术家—如果这个报道

真的有代表性并且是严肃的，就应包括那些作品引起争议的艺术家。” 
我们收到的读者来信常常批评，你们的报道为什么只讲正面，不讲负面？在报道人物和中国建设成就时，尤

其如此。谈到《基层民主选举》这个题目时，丹尼尔说：“我相信外国读者会对这个选题十分有兴趣，但是这个

报道的重点和价值在于诚实。比如，要谈存在的问题，海外读者并不相信那些无休止的好消息。” 
  
  

细节体现真实  却暗藏倾向 

真人真事是由人物的活动和话语来体现的。我注意到有些记者在报道时，把自己想说的话放到引号中，当作

被采访人的直接引语。丹尼尔称其为“替人物发言”。他说：“《今日中国》的文章常常是让被采访者发几句表

面的评论，但是我们从中并不能知晓这个人的生活，甚至有时我们连他们是谁都搞不清楚。” 
丹尼尔说到《基层民主选举》的选题时特别强调：“重要的是听到对真人真事的报道—避免无休止地罗列统

计数字！海外读者不在乎这些数字。而且，坦白地说，它们看上去常常像是编造出来的。” 
细节支撑着人与事的真实性，也因记者的精心选择而暗含倾向。《纽约时报》记者基思·布雷德舍在报道中

国大量的茶叶出口将给周边产茶国带来威胁时（Read the Tea Leaves: China Will Be Top Exporter, The New 

York Times  Oct. 11, 2005）有这样几个细节：“54岁的金越梅，正准备在齐腰深的茶树丛里喷洒杀虫剂”。

“这里的繁荣导致了工资水平的上涨，所以茶农们已经从其他省份雇用民工，而且在过去的几年里，有时还用监

狱的囚犯充当劳动力。”“他只说他姓任，这与中国的老年人一样，他们对外国人都很谨慎。”这几处细节颇具

暗示作用。它们暗合了西方受众对中国固有的刻板印象—“杀虫剂”暗示中国产品不安全；“用监狱的囚犯充当

劳动力”，则是老生常谈的中国人权问题；而“这与中国的老年人一样，他们对外国人都很谨慎”给人的印象是

中国长久以来对公民的控制，这也是西方受众头脑中的刻板印象。这就是细节的作用，看上去似乎没有记者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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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评价，也并不大肆渲染，但是每个细节皆由记者细心选择，不可避免带有倾向性。 
我们有一位年轻记者赴河南农村采访，在他写给我的采访报告中，我欣喜地发现，这位初入道的年轻人已经

注意到细节了。但是，在他完成的稿件中，这些细节都不见了。他认为，这些内容没必要写入文章中。这就不难

理解为什么人们总是说：外国记者可以把假的写成真的，而中国某些记者往往把真的写成假的。 
记得2005年“卡特里那”飓风袭击时，密苏里新闻学院国际媒体研究课堂上，教授问报道这类事件中外媒体

有何不同。我说，通常美国揭露救灾中的问题，其目的是：灾难当头，问题随之而来，不揭露问题，就不可能解

决问题。 
再比如《服刑人员子女学校》的选题，在丹尼尔看来，“这篇报道需要检视孩子们所面临的问题和艰难，以

及人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来帮助他们。读者非常渴望听到他们深层次的生活，而不是一些表面观点的评述；读者

也渴望听到一些来自孩子们的父母—那些服刑人员的深层次故事。” 
丹尼尔一再强调“为了使报道吸引人，需要的是真诚面对问题，不要一味赞美事情如何越来越好。《今日中

国》的读者是那些对中国有兴趣并且关心中国的人，他们完全了解这个国家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许

多问题。如果我们杂志正视中国的问题，正视在改革发展之路上面临的难题，并不会使这些读者小看中国。” 

    在西方媒体环境中生活的人们，就像丹尼尔和那些不关注我们报道的外国人一样，虽不是媒体从业者，但他

们对媒体素质、新闻特质有着与生俱来的敏感和判断力。面对这样的受众，我们的报道除了尊重常识，以坦诚的

态度真实报道外，别无他途。 

 

   （纸媒文本见《中国记者》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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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主流媒体对汶川地震报道的比较研究 

  ·美国美食频道节目发展策略 

  ·经济危机中的英国地方报纸 

  ·“金牌主播” ——沃尔特•克朗凯特 

  ·整合与改造：欧美报纸编辑部的融合路径 

  ·具有218年历史的《观察家报》或将关闭 

  ·剧变中的美国公共外交 

  ·全球暖化与京都议定书议题框架之研究——以2001-2007年纽约时报新闻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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