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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在研究新闻报道各类文体的写作规范之前，要先确立“新闻报道”这一概念的基本内

涵。日常用语中，“新闻”“报道”“新闻报道”常常通用，尽管个别概念不严谨，但因约定俗成，

研究中也就常常相互通用了。关于“新闻”的定义林林总总，其中陆定一的定义简明扼要，

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但这一定义忽视消费者的需要，

因此也广受批评。为此，我们可以将其修正为“新闻是新近发生的目标消费者普遍感兴趣

的报道”。  

在接下来的开篇部分，我们将介绍新闻文体的总体特征、客观报道原则以及新闻体

裁的分类三个宏观问题。  

第一节  新闻写作要求 

文本因应用范围不同，运用目的不同，也就演绎为不同的文体：申请、通告、小说、

新闻、报告文学……每种文体都有自己的写作规范，这些规范并非由某位大师或专家“拟

定”，而是由文体的社会需求决定的，是客观的。但是，不同学者的总结因选择重点、表

述方式的不同，对新闻写作规范的归纳也就有所不同。其中较有名的，是美国学者梅尔

文·门彻（Melvin Mencher）提出的新闻写作的十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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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你没理解事件本身之前，不要动笔去写。  

2. 在你不知道你要说些什么以前，不要动笔去写。  

3. 要表现，不要陈述。  

4. 要把精彩的引语放在消息的前头。  

5. 把精彩的实例或轶事放在消息的前面。  

6. 运用具体名词和富于动作色彩的动词。  

7. 尽量少用形容词，不要在动词前面再用副词。  

8. 尽量避免自己去作判断和推理，让事实说话。  

9. 在消息中不要提那些你回答不了的问题。  

10. 写作要朴实、简洁、诚实、迅速。  

梅尔文·门彻的总结很全面，但失之烦琐。总结起来，新闻报道最基本的要求可概括

为七个字：真、快、近、实、短、活、平。新闻报道的“快、近、实、短、活、平”将在新

闻语言等章节中阐释，这里仅略作解释。  

所谓“快”，即写作内容应是新近发生或发现的事实，写作对事实的反映要快，报道时

间与事实发生的时间距离要尽可能短。  

所谓“近”，指新闻事实材料、语言表述要满足目标受众的需要，与目标受众的利益、

趣味、意义具有接近性。  

所谓“实”，指新闻报道要多对事实作客观叙述，少发空洞的评论，即使是阐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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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应该用事实来证明。  

所谓“短”，即篇幅、段落、句子、用词都宜简洁明了，言简意赅，行文不拖泥带水，

表达讲究开门见山，反对意思表达隐晦曲折、话里有话。  

所谓“活”，即事实选择要在满足反映客观现实的前提下，追求事实的有趣有意义；在

遣词用句上追求形象生动。  

所谓“平”，即用语通俗，整体风格平实，文风冷静，新闻报道给人以沉稳可靠的感觉，

这一要求源于新闻的公信力需求，源于受众的接受心理，因为只有沉稳、冷静的报道风

格，才会给人以稳重可靠之感。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新闻的“真”。  

入题之前，先来听一个故事，话说一个作家和一名记者在一起谈论各自的职业特征。

作家对记者有些蔑视，便说，我们两人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是，我们

都吃草；不同之处是，我们挤出来的是奶，而你们拉出来的是粪。记者不卑不亢接着说，

不错，我们都是吃草，但我们吃的是草，拉出来的还是草；而你们作家中，有人挤出来

的是奶，有人却拉出来了粪。  

“吃草拉草”，是记者对新闻真实性的形象说明。真实性又称准确性，指新闻报道必须

反映事物原貌。从根本上说，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

事实在先，新闻在后；有了事实，才有新闻。所以新闻必须真实准确，老老实实地按照

事物的本来面目去反映它、解释它，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实践证明，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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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闻的生命所在，是取信于民的力量所在。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曾一再告诫他的手下

对新闻报道要“准确、准确、准确”，可以说，讲究真实性是新闻写作的起码常识，也是基

本的职业道德。  

文学与新闻的本质是不同的，文学的本质是虚构，新闻的本质是真实。对于这点，

我们可以通过对杜甫《绝句》的分析来理解：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这首诗是杜甫寓居成都草堂时所作，其中后两联中的西岭一般认为指“西岭雪山”，但

事实上，在草堂是看不见西岭雪山的；“门泊东吴万里船”是指长江中来自东吴的船，而草

堂前的浣花溪宽不过数米，是不可能停大船的。因此这两联为想象之景。作为文学体裁，

这种想象之景是可以的，但作为新闻，是断断不可的。要做到“真实性”，我们应当注意以

下几点：  

第一，构成新闻的基本要素要完全真实。新闻六要素包括何时（When）、何地（Where）、

何人（Who）、何事（What）、为何（Why）、如何（How）。六要素清晰准确是判断新闻

作品是否真实的标准。为说明六要素的重要性，英国诗人吉卜林曾写过以下一节诗：  

我有六个忠实的仆人，  

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他们教育我的：  

他们的名儿是何地何事和何时  

以及如何、为何和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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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节诗中可以读出一个重要的新闻原理，新闻六要素应当是“六个忠实的仆人”，虚

假不得。新闻中报道的这件事实是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发生的，就不能写成是别的时间、

在别的地点发生的；是张三做的事就不能往李四头上挂，不能嫁接，不可拼凑；新闻不

能以任何名义虚构事实，不管这个名义有多么“伟光正”。媒体和记者可以选择不说，但说

出来的，一定是真实的。  

第二，准确地把握事物的性质，恰如其分地描述事物的状态。准确地把握事物的性

质，要求我们看问题必须坚持辩证法，报道事实不片面，不搞绝对化。1984 年全国好新

闻中有一条消息是《近百万盆鲜花无一丢失》，报道国庆期间北京大街上摆了近一百万盆

鲜花，“没有一盆丢失，甚至没有一盆受到损坏。”这一说法显然不是对事物的准确描述。曾

任《人民铁道》报副总编的严介先生说，这条消息自相矛盾：一方面，大街上摆的鲜花

来自许多单位，无法精确统计，只能说个大致“近百万盆”；另一方面，又十分肯定地说没

有一盆丢失，甚至没有一盆损坏，这就明显绝对化了。  

鲁迅先生曾批评过《三国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

是因为表现人物时分寸把握不够，所谓“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有些记者为了突出某一

内容，在报道中说过头话，这样往往令人难以置信，新闻报道应吸取过犹不及的教训。  

第三，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描述，必须是当事人所述，不要搞“合理想象”。文学作品中，

心理活动描写可以直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人物性格。但是，人物的心理活动是

外人看不见摸不着的，作家可以通过想象来描述，而在新闻报道中，记者只能通过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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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人叙述出来，不能凭想象去描述。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新闻界曾开展过一场新闻报道允不允许“合理想象”的大讨论，

它是由新华社一篇关于志愿军英雄黄继光的报道引起的。这篇报道这样描写黄继光牺牲

前的一刹那：  

“一阵阵冷雨落在黄继光的脖子上，敌人的机枪仍在嘶叫，他从极度的疼痛中醒来了。

他每一次轻微的呼吸都会引起胸膛剧烈的疼痛……黄继光又醒来了，这不是敌人的机枪

把他吵醒的，而是为了胜利而战斗的强烈意志把他唤醒……后面坑道里参谋长在望着他，

站友们在望着他，祖国人民在望着他，他的母亲也在望着他，马特洛索夫的英雄行为在

鼓舞着他……黄继光一跃扑上了敌人的枪眼……” 

黄继光的事迹本来是感人至深的，但报道中加上一些心理描写，反倒让人怀疑：黄

继光牺牲了，他当时心里所想记者何以知道？经过不断的历史讨论和反思，人们逐渐达

成了共识：合理想象主观性太强，且导致新闻与文学之间文体混淆，不符合新闻事业的

内在要求，在新闻报道中应坚决禁止。  

新闻写作的具体要求不是一成不变的，除了真实性等基本要求不会改变外，具体写

作技巧会随着时代的制度环境、传播技术、社会需求等的变化而变化。为此，研究新闻

写作，就需要研究特定时代的社会政治背景，研究信息生产、传播与消费所依托的技术

平台，研究受众的信息需要。唯其如此，才能生产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的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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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客观报道原则 

客观报道是新闻写作的基本原则，是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现实体现。客观报道起源、

发展并成熟于美国，它是新闻事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客观报道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诞生动因既来自通讯社，因为要向各种不同观点的用户提供信息，所以媒介必须保持中

立的立场；同时也来自商品化的大众报纸适应市场的需要。  

客观报道的形成是美国 19 世纪 30 年代“便士报”诞生以来，市场化媒体为赢得最大多

数的信息消费人群而自然形成的报道原则。“1900 年美联社改组时提出以‘报道事实，而不

报道意见’为宗旨，这是美国，也是西方国家第一次正式把客观性定为新闻传播的原则，

也标志着‘客观性’作为一个重要新闻观念的问世。”① 

一、客观报道原则的内涵 

客观报道原则的背后，是新闻专业主义价值观在作支撑，即新闻传播媒介和新闻从

业者要保持“超党派”立场，保持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新闻媒体和记者要有“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要借鉴学习《大公报》早年提倡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原则（所谓不

党，即“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

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所谓不卖，即“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

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

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所谓不私，即“除愿忠于报纸所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

                                                        
① 童兵：《比较新闻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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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所谓不盲，即“不盲者，非自诩其明，

乃自勉之词。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

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客观报道原则要求记者在新闻报道中只做新闻事实的记录者，不做意见的表达者；

只做“新闻事实的搬运工”，不做意见的“宣传员”“吹鼓手”。落实到报道技法中，客观报道原

则实现的要求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要将事实和意见严格分开 

新闻媒体和记者的意见只能出现在新闻评论中，不能直接在新闻报道中表现。当然，

针对新闻事实的社会意见可以在报道中直接呈现，但应交代信息来源，如此以避免受众

将某一社会个体或群体的意见当作媒体或记者的意见而引发反感，伤害媒体与记者的中

立者角色。  

记者不是新闻事件的“当事人”、参与者，也不能成为某方面的鼓吹者，不能以自己的

“正确”意识去指导新闻报道活动。记者只是一个冷静的新闻事实的旁观者、记录者，坚守

“新闻事实的搬运工”角色，这是记者基本职业操守。  

新闻报道要客观真实，记者要习惯把“舌头”藏起来，要更多地用耳朵去倾听叙述，用

眼睛去观察事实，用心去体悟真相，而不轻易地去表达自己的态度和意见。请对比以下

两条假拟的消息导语：  

导语一：张三老师的《古代汉语》课讲得乱七八糟，又不注意课堂秩序，对不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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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视若无睹，教学效果很差，学生感觉不值一听。这堂课是一个无聊的老师和一群

无聊的学生在共同对付时间，双方的最终目的一样—— 等待下课！  

导语二：第五周周二第三节课，时间已过了一半，主教学楼 305 教室，张三老师的

课堂上，不少学生在看小说，看英语，有五位同学趴在桌上睡着了，其中一位打起了呼

噜；王小毛、李小丹等三位同学从上课开始就一直埋头接耳低声言笑着什么，时不时地

还憋着笑，涨得满脸通红。对于这些，张三老师不提一句醒，没生一次气，表情木然地

望着天花板，不快不慢地以均匀语速低声背着教材上的内容。  

导语一用了很多的形容词描绘，如“乱七八糟”“无聊的”；对事实侧重于宏观概括性地叙

述，如“不注意课堂秩序”“视若无睹”；还有很多心理活动叙述，如“感觉不值一听”“共同对付

时间”“最终目的一样—— 等待下课”。新闻不能这样大面积地用全知全能的写作者视角去表

现心理活动，毕竟别人的心理活动如不通过当事人的表达，记者是无法知道的，记者不

能凭“合理想象”将其反映出来。  

导语二相对而言更符合新闻的要求：有细节、以叙述为主，新闻要素明确，内容具

体。如此般的现场描写，既容易使读者相信，也因事实确凿，被报道者不会以“虚假新闻”

为名起诉媒体。  

（二）报道保持零度感情，用语中性不搞媒体审判 

记者对新闻事实中的角色，不要突出地去表现自己的爱憎分明，应当坚持用中性语，

保持文风冷静，专注于对事实的准确表述。记者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在观点上与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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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影响对新闻事实本身的关注；也是为了保持冷静，避免采写活动因情感观点偏见，

导致对事实作选择性呈现。  

记者在感情上要保持理性，在立场上要保持中立，在写作上要坚持“零度写作”。“零度

写作”是法国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于 1953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写作的

零度》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巴特认为，字词具有独立的主体性，作家应该从社会历史规

约、意识形态、功利意图等束缚中解脱出来，采用“一种白色的、摆脱了特殊语言秩序中

一切束缚的”自由写作，即直陈式的、非祈愿式的、非命令式的写作。  

记者要在报道中不掺杂任何个人的想法，完全机械地陈述。零度写作并不是缺乏感

情，更不是不要感情；相反，是将澎湃饱满的感情降至冰点，让理性之花升华，记者从

而得以客观、冷静、从容地“再现”而不是“表现”新闻事实，这客观、冷静、从容本身也是

一种感情。  

社会对新闻界的“媒介审判”的抨击，正是新闻报道违反零度写作原则导致的。这些现

象在法治报道中最为常见，如《北京晚报》2011 年 5 月 19 日的消息，标题为《诈骗好处

费强词夺理说无罪》，导语为：“今天上午，涉嫌诈骗水电站的 40 岁被告人汪某在朝阳法

院开庭受审，汪某否认有罪，甚至当庭质问公诉人，还与证人发生争吵。”从标题到导语

使用的“甚至”“还与”等词汇看，有罪推定的非法治理念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的一些传媒经常使用一些明显贬义的词汇，并早于法庭判决之前对案件定性；

对于被告在法庭上的自我辩护，使用各种贬损的词句来表达。例如下面一些关于庭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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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标题：  

《过堂竟像作报告》  

《一个大学生“屠夫”的成长》  

《“黑老大”咆哮公堂拒不认罪》  

《“冷面”被告狡辩开脱罪责》  

对于法治新闻“感情充沛”“立场鲜明”的毛病，早在 2002 年，刘洪波就曾撰文《公审张

某某：也说丑态》予以批评。  

案例 

公审张某某：也说丑态 

刘洪波  

湖北公审张某某。我身在湖北，但无缘亲历其盛。不过本地外地的报纸，还是有不

少记者直击了庭审，至少从报道的情况看是这样。这可以由纷纷发出的“特稿”来证明。  

然而，又见到报道说，记者证相当难弄到手，“全国近 200 家媒体报名采访庭审张某

某只有 14 人获准”，而且获准的主要是湖北省内的记者。既然如此，为何发出庭审直击报

道的媒体会遍布全国，而很少有媒体说自己是转载或根据别人的报道在写，这就让人很

疑惑了。  

庭审的报道看了很多，除了上面的疑惑，还有一个印象，就是报道都“感情充沛”。这

些报道中使用得最多的一个形容词，是“丑态百出”。当然，这个词都是用在张某某身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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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某某的庭上表现，被一系列贬义词表现出来。张某某说话，不是“大言不惭地说”，

就是“振振有词地说”“声嘶力竭地说”，搞得我都不知道庭审期间他是否好好说过一次话。报

道告诉我，张某某在庭上“装腔作势”，“惯用伎俩是闪烁其词、避重就轻”，有时“呆若木鸡，

双腿吓得直发颤”，有时“声嘶力竭”“咆哮公堂”“唾沫四溅”“负隅抵抗”，但“虽然百般狡辩”，终究

被法官不时“凛然喝道”“严厉指出”，“打击了他的嚣张气焰”。他“不再有‘楚中良将’的不可一

世，既有外强中干的虚弱、胡言乱语的狡辩和支支吾吾的疲沓，也有算细账的极力申诉、

找证据的煞费苦心和钻空子的见风使舵”，但终于表现得“貌似老实”，不过据明察秋毫的记

者说，张某某“所有的这些‘老实’表现，都是为了更好地为自己诡辩”。  

总之，张某某“极尽诡辩之能事，但仍然遮掩不住丑态百出”，“一副街头无赖之相”，“在

法庭上出尽了洋相”。  

我不太敢相信这就是众所关注的“五毒书记”张某某案件的审理过程。张某某“出尽了

洋相”，法庭岂不成了搞笑场，既然如此又何谈法庭庄严？张某某挺胸抬头叫“气焰嚣张”，

垂头丧气叫“耷拉下脑袋”；说话利索是“厚颜无耻”，说话不利索是“心虚气短”。记者笔下的

张某某，在感情充沛的贬义词的包围之下，是所谓无所遁形矣。然而这样的张某某是不

是法庭上真正的张某某，谁又知道呢。  

法律给予刑事被告人辩护的权利，律师和被告人自己都可以行使辩护权。罪行要得

到清算，正义要得到伸张，但起诉、辩护和判决都是清算罪行、伸张正义的必要过程。

起诉指控罪行，辩护洗刷指控，法院居中审判。有指控而不容辩护的审判，也许最能合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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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心情”，但绝不合乎正义的程序，也绝非真正的审判。张某某行使其正当权利，不应当

被视为无可忍受的滑稽表演。法庭上刑事被告人的法律地位，并不天然低于公诉人。  

被告人认真辩护，公诉人认真指控，审判官认真审理，这样才能更好地显示法律审

判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在记者笔下，张某某要么“无理取闹”“出尽洋相”，要么“貌似老实”“胡

言乱语”，完全不是一个认真对待审判的被告人，只有检察官和法官在那里显示法律尊严，

这是要使人感到法律审判的威严，还是要使人认为法律审判对被告人而言只是儿戏呢？

把一个被告人正当的自辩过程写得下作不堪，侮辱的不是张某某而是法庭。把正当行使

权利的过程视为“丑态百出”，真正出丑的是谁，要打一个问号。  

（2012 年 8 月 1 日《南方周末》）  

无论报道的事件或对象是多么的可敬或是可憎，报道都应该保持冷静的文风，记者

不要在报道中“挺身而出”，雄论滔滔；要坚持用事实说话，用中性语，弃褒贬词，把对新

闻事实的评判权交于新闻消费者。  

（三）坚持平衡报道，给予各方均等的表达机会 

所谓平衡报道，就是柴静在下文《调查性报道中的平衡技巧》中引用的梅尔文·门彻

所言：尽可能给每一方，尤其是受到指证的一方说话的机会。无论我们报道中事实的一

方当事者的行为多么恶劣，我们都应该在报道中让他（们）有出场表达的机会。  

伏尔泰（Voltaire）曾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记者更

应肩负尊重每一个人说话的责任。只有尊重了别人说话的权利，容忍别人可能会说错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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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给思想自由留下生存发展的空间。道理是要靠宣传与理性的说服来启发本人，让他得

到心灵的提高，而不是强制他服从我们自身的判断，剥夺他们说话的权利。  

胡适曾在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中劝导陈对异见要有“容忍”的气度，并认为这是自由追求

的目的所在：“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

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换句话说，就是要大家容忍异己的意见和信仰。这些人的话都值

得我们在采写新闻报道时深思。在新闻报道中，要注意给意见的任何一方留有说话的时

段或文字内容。关于平衡报道，可参见柴静的文章以获启迪。  

案例 

调查性报道中的平衡技巧 

柴静 

在新闻报道中，平衡是什么？  

梅尔文·门彻的《新闻报道与写作》里给的定义是：尽可能给每一方，尤其是受到指

证的一方说话的机会。  

听起来非常简单。问题在于，在实际操作中，什么叫“尽可能”？  

态度折射观点 

事实总是未知的，而且它们常常被隐藏起来，这时候，“尽可能”的是一种调查方式。

而怎么样就算是实现了“尽可能”？对一个记者来说，比较实用的，是“咸水里泡泡，甜水

里滚滚”，从实际中去理解新闻学里那些不可能一劳永逸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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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1 月，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播出了反映农民工讨薪问题的节目《张

润栓的年关》。一笔 200 万的钱，8 年不还，涉及原公司、改制后的公司、交通局、法院。

一家家问下来，问题出在法院做了判决，但一直没强制执行——  

记者在法院找到了法官，他说必须经过新闻中心的同意。  

在新闻中心的门口等了很久之后，新闻中心的主任告诉记者法官出差了，  

“可是他一个小时前还在，我们见了面。” 

“执行就是这样。说走就要走。” 

“张的案子 8 年都没执行，这个这么急吗？” 

对方掉头就走。  

镜头跟着他，“那么你们能不能安排其他负责人接受采访？” 

他用手挡镜头。“你们这是干什么？” 

“我们是有诚意的，我们希望听到法院的声音。”记者跟在他身后。  

他头也不回，穿过一家干洗店，消失了。  

记者继续对法院院长电话采访，“我们希望能够采访相关的人。” 

院长听到这儿，挂断电话。  

对一个新闻节目来说，这样的信息已经可以传达出一些法院的态度。但是，对一个

调查类的节目来说，这种态度仍然缺乏解释。于是记者继续寻找知情的人，离开之前在

去机场的路上，有一位法院的工作人员愿意出来接受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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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以真实身份出镜，证明他曾亲眼见到有关领导的批示，要求将已强制执行的款

项返还交通局。  

“尽可能”的意思是—— 有人拒绝采访，我们要把他的态度呈现出来，有些人的观点在

片子中必不可少，那就把为了得到他的观点而采取的措施呈现出来。  

证据印明真相 

2004 年《新闻调查》播出《命运的琴弦》，揭示了中国音乐学院的艺术类春季招生黑

幕，举报人是评审之一，也是民乐界名家宋飞。但是没有另一方的声音。没有招生办公室，

没有除了宋飞之外其他评委的声音，也没有院方的采访—— 这样的做法是会引起争议的。 

记者的判断依据是，半年前，同为央视《面对面》节目采访，同样是中国音乐学院

教师报料，同样是揭露招生腐败，采访消息公开后，最终没有能够播出。  

那么，这种状态下的平衡，还能实现吗？我们只能选择用记者来替代对方的角色，站

在对方的立场，实际上是代替对方来发问—— 对宋飞的立场提出质疑，以找出更多的证据。 

“艺术类招生是很弹性的标准，你的标准不等于别人的标准。” 

“这几个落榜的考生你曾经教过，是不是你有偏好？” 

然后，记者要求对方出示证据，一个人的道德感或是说法是靠不住的，必须有证据。

而且要对证据做出各种可能的检验。宋飞提供了考试现场的录像，并且根据录像提出了

她的专业判断。  

但记者必须寻找与事件没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而不是与中国音乐学院有竞争关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