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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呱》节目的报道特色探析 

 

《拉呱》自2005年10月31日开播，收视率一路走高；2006年10月14日全国曲艺式新闻研讨会，被作为主要的

研讨对象。山东大学教授李万鹏说，“恰恰那些精英人士挂在嘴边的，俗的层次不高的东西，更经得起时间的考

验，因为它更符合人性。相反，那些所谓优雅、时尚的东西，往往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折旧率很高。”《拉呱》

用普通百姓自己的语言，讲述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家长里短、奇闻趣事，这些为传统新闻

所漠视的元素，在《拉呱》节目里却登堂入室，成为电视新闻节目的主角。 
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选取2007年9月份《拉呱》节目的报道内容作为分析样本，对其30天的新闻内容进行类

目建构，主要分成：政治类、事故与不幸类、民事纠纷类、文明道德类、奇闻轶事类、社会公益类、文艺类、警

示新闻类、民风民俗类九个类目，然后用统计方进行分析，探求其报道特色。 

一 《拉呱》节目内容 

一、节目条数： 
本文选取2007年9月份《拉呱》节目播出的新闻条数进行统计后发现，九月份共播出新闻192条，每天节目条

数均在5—8条之间波动，最少一天播出5条，最多一天播出8条，平均每天播出新闻6.4条。 
从每天播出的新闻节目条数来看，《拉呱》已经形成了一种模式：每天40分钟（17：20——18：00）的节目

时间播出新闻六条左右。节目开始前是一段山东快书版的开场白，穿插广告、开播新闻、播出三条或四条新闻、

“短信乐翻天”、插播广告、播新闻节目二至三条、最后“短信抽奖”、节目结束。《拉呱》节目每天基本上是

按照这样一个流程走完。 
图2-1：节目条数统计 
 

 

二、节目内容： 
本文选取2007年9月份《拉呱》节目播出的192条新闻，将其分成“政治类、事故与不幸类、民事纠纷类、文

明道德类、奇闻轶事类、社会公益类、文艺类、警示新闻类、民风民俗类”九个类目，进行统计后发现：《拉

呱》节目内容以民事纠纷类、奇闻轶事类、警示类新闻和文明道德类题材为主，分别是96条、27条、21条和20

条，分别占到节目总条数的50%、14%、11% 和10%。贴近百姓的软新闻是该栏目的主要选题，强调新闻的接近性、

时新性以及导向性。《拉呱》是百姓的传声筒，由百姓来讲述自己的遭遇、烦恼、困难，选材贴近实际、贴近生

活、贴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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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报道内容 
 

 
其中，占节目总条数达1/2的民事纠纷类报道又以家庭纠纷为主。在笔者选取的2007年9月份共96条民事纠纷

报道中，家庭纠纷共70条，占到民事纠纷报道的73%。每天都有关于家庭纠纷的报道内容，而且这类报道通常排在

节目的最先位置。2007年9月1日的一篇报道：《俺闺女叫“发财”  她爸爸叫“失踪”》，主持人“小么哥”以

“飞人”刘翔12秒95的惊人速度做引子，讲述一女孩自生下后，父亲便玩起了“失踪”，戏称逃跑速度比刘翔还

快。母亲寻找数年无果，多年来一直由母亲一人抚养女孩成长。9月2日的报道：《上门看亲娘 吃了兄弟一顿

“好”的》，讲述一妇女回娘家探亲，看望上了年纪的亲娘，没想到这份孝心，却换来了兄弟们的一顿暴打，兄

弟们称她多管闲事。诸如此类的家庭纠纷，节目每天都会涉及，少则一两条，多则四五条。9月29日共播出7条新

闻，家庭纠纷类就有五条：《一大一小俩“甜瓜”  如今过得苦巴巴》、《这是我的家 我啥时候能进门》、《傻

大哥一拔腿 兄弟们要动手》、《这是我的家我啥时候能进门后续：男方称是媳妇的错》、《媳妇啊 你怎么扫荡

自己家呢》。  
图2-3：民事纠纷 
 

 

三、报道方式：   
从报道方式上看，《拉呱》节目以单一报道为主，但并非全是单一报道，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其他的报道

方式，比如追踪报道、连续报道等。一般来讲，连续报道和追踪报道的界限不是太分明。为区分两者，本文以这

样一个原则为准：从字面意思出发，对一件事情的进一步发展所进行的报道，后续报道，称为追踪报道；对于同



一主题的不同事情的报道称为连续报道。笔者对2007年9月份共192条新闻的报道方式进行统计后发现：单一报道

是主体，共165条，占到86%，追踪报道17条，占9%，连续报道10条，占5%。9月4日的新闻《俺的孩子啊 你怎么这

么怕羞啊》报道一个农村孩子彬彬八九岁了还不敢见生人，一见生人就躲起来，一直用手捂着脸，只有见到自家

养的鸡才把手放下来。9月5日便播出关于这条新闻的追踪报道《彬彬得了恐惧症》。《“超级”大蜂窝  到俺家

来安家》、《人蜂大战：人欢笑 蜂悲惨》；像这类的追踪报道并不少见。9月10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当天报道

了《烛光工程：“烛光”今又点燃  特困教师受助》，之后连续十天，一直到9月20日都有关于烛光工程这一主题

的报道。 
图2-5：报道方式 

 

二 《拉呱》节目的报道特色 
 

一段山东快书版的开场白：“咱们拉呱节目真有趣，拉的全是新鲜事；越拉越觉得有意思，越拉心里越带

劲；您要是有什么新鲜事，给咱节目送个信，记者马上到家门；咱们有批评有鞭策，让大伙说说对与错，不是给

您出难题，咱们是对事不对人。”最能体现《拉呱》节目的报道特色。 
一、节目内容丰富多彩，真正体现“三贴近” 

（一）强调四个基本点：即时性、故事性、情节性、趣味性 

地域新闻节目取材应更多的从民生视角出发，因此，目前大家都会赞同地域新闻的内容要强调即时性、故事

性、情节性、趣味性。[1]即时性是指把握好突发事件，做好第一现场，在第一时间把突发的新闻报道出去。地方

电视台在这方面应该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凭借对地方突发新闻事件地点的接近，对突发事件作第一时间的反

应；故事性是指像讲故事一样，从本地老百姓的角度出发，通过通俗的语言将新闻娓娓道来。情节性是指要注重

细节，以情来动人，以情来感人。趣味性是指一些好玩好看、民间奇人异事的事件可以适当报道，给节目添点佐

料。 

《拉呱》作为地域新闻节目的代表自然也非常强调这四个基本点。《拉呱》节目“拉的全是新鲜事”，这个

“新鲜”自然就指节目内容的时新性、即时性。通常，节目组接到观众打来的热线电话，便迅速赶往现场，在第

一时间报道新闻。《这一刀切下去你不买也不行》报道一妇女到市场买肉，向卖主说她买半斤肉，结果卖主一刀

下去割了两斤多，非让妇女全买，由此引发了买主和卖主之间的纠纷。这条新闻强调即时性，在拍到的电视画面

中，记者用电视镜头将事情完整的呈现在观众的面前，让观众真切的感受到新闻发生的现场，对整件事有个比较

全面、真实的了解。为了解决记者不在事发现场的遗憾，《拉呱》经常以漫画的方式或者表演的方式进行情景模

拟和新闻解读，以便受众更好地理解新闻。9月1日播出的新闻《大醉侠在此 惹不起也躲不起》，讲的是济南一村

民被一醉汉打，却无法脱身。由于事情已经发生，是村民口述，没有关于这件事情的现场，新闻便采取情景模拟

的方式弥补记者不在事发现场的缺憾。 

至于故事性、情节性，《拉呱》节目表现的更为突出，几乎每条新闻都用讲故事的方式，从本地老百姓的角

度出发，通过通俗的山东方言将新闻娓娓道来。在这个“讲故事”的过程中自然注重“故事”的情节性。《拉

呱》片头采用简短新闻的形式作“预告”。在播报新闻前，主持人小么哥从与新闻主题相关的身边琐事讲起，拉



近新闻与受众的距离，在播报新闻的过程中，常常巧设悬念或从结果讲起，由果溯因，吊足观众胃口。不知不觉

中，观众被这种戏剧化的新闻叙述方式吸引，进而被新闻内容所吸引。《拉呱》还经常使用山东快书、漫画、特

殊声效等多种表现手段，常常用醒目的字幕、添加画外音等表现形式，进一步突出电视新闻的故事化因素，提高

电视新闻的表现力，充分发挥电视的传播优势。 

趣味性不仅表现在节目采取多种表现方式所带来的传播效果上，更为突出的是新闻内容本身的趣味性。在笔

者取样的2007年9月份共 192条新闻中，奇闻轶事类27条，占14%。在30天的节目时间中，有17天播出奇闻轶事类

新闻，占到一个月的近2/3。播出这类新闻少则一条，多则三条。《“奶妈”犯了难 “奶爸”来接力》、《八十

老汉的选择 我要骑车找亲人》等等类似的奇闻、趣闻在《拉呱》中经常出现。这不仅增强了新闻内容的趣味性，

更增强了新闻内容的丰富性。 

图2-6奇闻轶事 

 

 

（二）强调内容的本土化、人文意识和互动性 

除了强调新闻内容的即时性、故事性、情节性、趣味性四个基本点外，《拉呱》节目还注重内容的本土化、

人文意识和互动性。 

1、注重内容的本土化 

地方电视台比省级以上大媒体的优势是它更熟悉本地民生民情，而要在新闻节目中体现这一优势，就需要在

新闻节目内容中体现内容本土化的特征。目前开发地方本土新闻是地方电视台坚守的一块重要阵地。 

《拉呱》节目正是为齐鲁电视台坚守地方本土新闻这一块阵地，强调新闻内容的本土化。在笔者取样的2007

年9月份共192条新闻中大都是关于济南及济南周边山东地域的事情。《大醉侠在此  惹不起也躲不起》报道济南

历城区一村民遭醉汉打的事实。《不到你这走一遭 孩子能这样吗？》报道济南中城一市民带孩子到一家诊所看病

后，孩子一直不舒服，由此引发医生和患者之间的纠纷。《骗走俺的钱她咋还报警》报道淄博一名三十多岁的男

子遭遇婚骗。诸如此类的山东地方新闻在《拉呱》节目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2、注重内容的人文意识 

培养观众对地域新闻的收视习惯，就要让观众觉得收看这档节目是每天必不可少的生活内容。在笔者取样的

2007年9月份共192条新闻中，社会公益类、道德文明类及警示类的新闻有51条，占26%。9月5日《想闯荡社会 先

给你上一课》报道一名高中生毕业后出去打工被骗，以此提醒涉世未深的学生一定要谨慎行事。类似这样的警示

新闻在《拉呱》中并不少见。关于社会公益的，道德文明的新闻也随处可见。每周一期的《道德大搜索》为建设

社会主义文明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节目设有“毫光义卖”板块，每次都把捐赠来的钱用于扶危济困。道德模

范的报道更增强了人们的道德意识，《三年连就四条命  这个小伙不简单》、《道德模范郑承德：成功，我才刚

上路》类似的新闻内容经常出现。 
并且，每条新闻最后都有主持人的简短评论。评论不单是对一件事情的建议，更多的是传达了“人类要和

谐，社会要和谐”的信息，充分体现了《拉呱》节目正确的舆论导向功能。 

3、注重内容的互动性 

随着通讯科技的发展，观众可以通过与节目的互动形成一个良性的沟通。目前，很多新闻节目都会设有观众

拨打热线电话、发电子邮件和发送手机短信等环节，增强与观众的沟通。观众通过这些联系途径，除了向节目提



供新闻线索外，还可就当前播出的话题发表个人意见，打破传统新闻传播单一的传受途径，形成多维的互动方

式。这种大众传播由此具有人际传播的交互性，同时能够让观众找到自己的“收视位置”，从而提高收视兴趣和

积极性。[2] 

节目设有热线电话0531-88881234，观众可随时拨打热线电话，提供新闻线索，参与节目。在节目播出的过程

中还设有节目组成员与观众网上聊天，以及手机短信，观众可以通过上网和发送短信的方式与节目组成员进行交

流、互动。特设了“短信乐翻天”和“短信抽奖”两个板块，将优秀的短信拿出来与更多的观众分享，节目最后

的抽奖让每一位观众都能在边看《拉呱》的同时，有机会赢得大奖。齐鲁电视台台长闫爱华：“从新闻节目到娱

乐节目，我们自己把它总结成我们齐鲁台的“三民主义”，新闻节目主要体现民意，电视剧是体现民乐，娱乐节

目是民秀，我们的口号是打造我们自己的互动节目。” 

二、用济南方言播报充分体现齐鲁地域文化 

《拉呱》在坚持“内容为王”，做好新闻内容的基础上，用济南方言播报新闻，充分体现了齐鲁地域文化。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一种象征和载体，一种文化存在的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独特的或具有特异性的语言的使用。所

以，用方言播报新闻形式的出现，也正好体现了这极具地方色彩的传播载体、以本土平民化的方式将节目内容与

文化对接，成为民间文化的传播方式和展示舞台。从而在用普通话进行播报的常规新闻之外开拓了新的生存空

间。这也是为了谋求相对稳定而有限的受众所采取的一种新的市场化策略，是对个性化传播、窄播化以及群体性

传播工具非群体化的一种响应。[3]济南方言代表了齐鲁地域文化，用“济南话说济南家常事”，更能表现齐鲁文

化特色。 

当然，我们在这里讨论地域新闻播报方言的形式，并不是要反对普通话的推广，只是在普通话统一标准体系

之下，多元化语言将其个性充分展现出来，是多种文化百花齐放的好现象。普通话虽然在沟通与交流中起到了很

大的作用，然而若所有不同年代、不同种族以及不同文化素养的人们都只留下一口普通话，个人所特有的特定地

域文化的个体性被一种普泛性所取代，地方方言彻底消亡，也是不正常的。不管这会不会成为地域新闻发展的趋

势，最起码从目前的收视情况来说，它显示了自己的优势。《拉呱》节目播出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目前在山东，

有么说么的“小么哥”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三、个性化的主持方式：小么哥+搭词的 

一直以来，观众在电视机屏幕上已经看到太多严肃的新闻主播面孔了，多数新闻节目的主持人习惯于坐着播

报新闻。而观众渴望在一贯以严肃著称的新闻节目中寻找一些新鲜的元素，让他们在紧张的工作生活之余可以轻

松地接受社会新近发生的事情。湖南卫视《晚间新闻》1999年11月2日改版后，将栏目定位为“五性”，即新闻

性、社会性、贴近性、趣味性、服务性。这“五性”最后又都要通过一个“可看性”得以释放。在新闻报道上作

了大幅度跳跃，首先是打破“八股腔”，追求自然美。从导语到正文到标题甚至到署名，《晚间新闻》都力求让

观众叫好。导语的幽默和悬念，正文的通俗和实在，标题的风味和意趣，在《晚间新闻》中都有体现。近年来，

凤凰卫视的《新闻早班车》中，鲁豫的“说”新闻风格也可以印证这类轻松播报方式的成功。它可以在消息传播

中适当地融入传播者主观的分析，增强与受众之间的沟通。《拉呱》不仅是用这种轻松、活泼的说新闻的方式，

而且是用方言说新闻，更拉近了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拉呱》借鉴了娱乐性节目和一些同类节目的做法——站着说。主持人叫张勇，但大家都叫他“小么哥”。

他貌不惊人，亲切随和，角色设定符合《拉呱》节目的定位，一改传统新闻节目主持人正襟危坐的模样，拉近了

新闻与受众的距离。相声演员出身的小么哥，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对新闻的串联、点评是信手拈来，举重若轻。

他的点评总是妙语连珠、一针见血、爱憎分明。他把曲艺的娱乐性和新闻点评的道德教化相结合，亦庄亦谐、寓

教于乐。他用他的语言方式，来教给老百姓如何尊老爱幼，如何与朋友相处，如何在社会上处事，教给人很多做

人的道理，把教化用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  
“拉呱”的演播室别具特色，借鉴了说书场所的设置：一架屏风，一堵隔墙，一把折扇，一张书桌，一只古

瓶，主持人在桌后一站，便有了在书场说书的味道，观众也便有了让主持人将自己带入妙趣横生的故事世界中的

心理预期。除了小么哥，节目还另外设置了“主持人助理”的角色，或男或女，一般有两个，一个是 “搭词”

的，类似于相声中的“捧哏”角色，一般不出镜，只以画外音的形式出现；另一个则是出镜与小么哥客串表演

的，类似于小品中的小配角。这两个“助理”总是在节目需要的时候适时出现，与主持人插科打诨，既有效地衔

接起了上下两则新闻之间所造成的“中断”，确保了节目的流畅性，同时又把表演因素引入新闻节目，使节目更

具视听魅力。 



在笔者取样的2007年9月份的节目中，全都是主持人“小么哥”和“搭词”的鄢磊配合，并且“搭词”的基本

是在幕后，只有一次出镜。一般都是由“搭词”的引出新闻，“小么哥”陈述新闻事实，最后对新闻事实做个简

短的评论。实际上“搭词”起到了引子的作用，如果没有“搭词”的，新闻说起来也没有那么生动、活泼。可以

说，是“小么哥”和“搭词”的密切配合成就了《拉呱》。 
《拉呱》作为方言新闻的典型代表，充分显示出地方电视新闻的本土化趋势。在坚持“内容为王”，精心打

造内容的基础上，用表现齐鲁地域文化特色的济南方言播报，实现了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内容和形式两者不

可偏废，真正做好两方面的有机结合，方言新闻节目才能让观众感到“可亲、可信、可乐、可看”。  
 
 

作者简介：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5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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