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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城市生活类报纸版面的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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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版面是报纸的“脸面”，是新闻导向和宣传内容的载体，也是一门宣传与传播的艺术。版

面质量的高低，直接体现编辑的水平和报纸的品质。 

如今十分流行的城市生活类报纸，大多定位于城市中有一定知识水平和一定经济基础的读者

群。因此他们不仅对报纸的内容和质量有真实性、可读性、与实用性等诸多要求，而且对报纸

的版面，也无不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和评判。所以我们说一张好报纸，必定是“好版子”

与“好稿子”的完美结合，必定有很强的贴近性与亲和力。 

精品版面自然有经典风格。版面的风格，是一种成熟的标志。纵观国内无数成功的都市类报纸

的版面，我们发现这些“好版面”既有亲近读者的“外秀”，更有贴近读者的“内美”。笔者

认为，生活类报纸版面的亲和力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新闻当家，可读性强。报纸本身是新闻纸，因此新闻是报纸版面的主体。报纸版面，要迅

速地用最典型的新闻事实向读者说话。没有“当家新闻”无以成为报纸，国内名牌都市类报纸

都是以新闻立报，靠新闻当家。如四川《华西都市报》、湖北《楚天都市报》、河南《大河

报》、陕西《华商报》、江苏《都市快报》等等，几乎天天有高质量的独家新闻，版版有高水

平的连续报道、组合报道、舆论监督报道等多种形式的好新闻。而这些当家新闻中，又以本地

新闻、平民新闻为主，报道体裁灵活多变，写作手法不拘一格，因此亲和力强，阅读率高。但

是用什么样的新闻当家？是目前很多报纸特别是城市生活类报纸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既然

是生活类报纸，就应该有更多的反映百姓生活的报道，切忌假、大、空的说教文章，也不能有

“贵族化”的内容宣传。导向正确、内容丰富、贴近百姓的新闻，哪怕是小，哪怕不在版面上

占“主角”，也同样能引起读者关注。 

二、图文并重，两翼齐飞。文字是报纸版面的主体，但没有图片的版面毫无生气。在新闻版面

中安排富有感染力的照片，既是报纸新闻本身的需要，更是强化版面效果的必要手段。文字与

图片的合理穿插，相互咬合，显得整个报纸活泼大方，具有突出的视觉冲击力。特别是纸质媒

体已进入了一个新的“读图时代”，人们对报纸的视觉感受越发明显。重要或重大新闻的图示

化或图表化，逐渐打破了传统、单一、抽象的文字叙述模式，使版面既形象又美观，可谓一举

多得。但图片的运用要合理和适度，不能随心所欲，更不能“文不够照片凑”，否则会适得其

反。好图片一是具有新闻性，引人入胜，可读性较强；二是具有艺术性，楚楚动人，视觉冲击

大；三是编排精巧，有情有景，整体效果好。 

三、标题精制，眉清目秀。标题是版面的“眼睛”，犹如人的“眉目”，对版面具有“点睛”

之功。好版面上的每一个标题都要十分讲究文采，用语要力求凝练、精准、形象、有味、活

泼，突出报纸的个性和新闻的本质。标题的制作贵在“传神”，用最准确最精彩的词句把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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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给读者。不同的报道有不同的标题特征，如消息标题，讲求简练明快，生动活泼；通讯标

题重在用语感人，思想深刻，文采飞扬；评论标题要求发掘教育哲理，强调内涵丰富，等等。

标题编排要字号得当，字体适中。或厚题薄文，或长短相宜，总之都让人看后有赏心悦目之

感。在标题上精耕细作，就能把最好的新闻拎出来，让读者一目了然，吸引读者往下看。 

四、编排合理，美观大方。报纸版面的整体布局反映报纸版式的设计和创意水平。平衡、结

称、对比、交合，是版面布局的基本要求，也是版面编辑的主要技巧。好版面是和谐的，和谐

就是美的。就线条的应用来说，不同的稿件在组合时，应当赋予虚、实、粗、细、浓、淡、

曲、直不同的特征，做到编排合理，框线醒目，让新闻的内在意义从版面上得以充分体现。现

代报纸营销学研究表明，人们阅读报纸效果与人的视觉感受密切相关。彩色报纸阅读率相对较

高，因为鲜艳夺目的色彩，最富有审美效果和视觉冲击。红、蓝、黄、绿、橙各具内涵，给人

以不同的美感。黑白报纸的版面元素，只要合理应用，同样具有“意在像外”的作用。比如报

纸主色彩的黑色，刺激强度大，版面趋向稳定、大气、沉着，特别吸引人；又比如报纸广泛运

用的灰色，能突出板块效果，极富柔和、平实的韵味。因此报纸版面的美观在于合理编排，对

版面元素的精心搭配。 

五、个性突出，特色分明。没有个性就没有生命力。有的城市类报纸习惯于模仿，只要是别人

有创意或新意的版式，就盲目地“拿来”，照搬照套，结果导致很多报纸版式大同小异。特别

是一些地市级城市类报纸，“一阵风”似的学中央、省级城市报。当然不是说学习先进的东西

不行，而是要因地制宜，在学习的基础上善于创新，突出自身个性和特色。《中国青年报》曾

多次夺得中国新闻奖版面一等奖，其充满朝气和活力的版面风格自成一体，在稿件编排、照片

运用、标题制作等方面都有独出心裁之处。要突出个性特色，就要注重研究报纸的受众群体，

把握准市场定位。深受读者喜爱的《羊城晚报》，其版面设计、版面语言及新闻内容，在全国

晚报中堪称独树一帜：活泼而不琐碎，庄重而不呆板，有趣而不落俗，因此受到读者和专家们

的一致好评，曾连续多次夺取中国新闻奖版面一、二等奖。 

六、以人为本，内容贴近。城市生活类报纸大都是市场化的报纸，而市场化更需要生活化。贴

近受众的报纸，是最有市场的报纸，因此要切实讲求版面内容的贴近性。如今的报纸已不仅仅

是给人们提供饭后茶余的消遣，而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一种信息和文化需要。因此报纸内容的

选取，应以读者生活的需求作为重要标准。第一，关注民情和民生，让报纸成为读者生活的帮

手。天下大事不能少，但涉及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问题，也是城市生活类报纸的重要

内容。湖北《三峡商报》专门设有服务型记者，辟有服务性版面，24小时开通服务热线，大到

下岗失业、社会治安、环境污染，小到社区停水停电、居民家庭矛盾等等，只要是读者的困

难，报纸便通过各种报道方式全力帮助解决。这样，报纸离读者近，读者就更愿意把报纸当作

自己生活的帮手。第二是提供信息和服务，让报纸成为读者“有用”的参谋。城市塞车、天气

变化、菜价涨跌、街道停电等之类的信息，虽然称不上是什么特别大的或重要的新闻，但却与

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因而自然是读者喜欢的内容。好的报纸决不会去迎合某些人低级趣味

的“卖点”新闻，而是把主要版面用于提供大量实用的生活信息上，以满足人们关心生活、政

治、经济、文化、体育等多方面的信息需求。第三是亲近百姓，让报纸成为与读者沟通的桥

梁。市民的意见、群众的呼声、读者的要求，在报纸版面上都应有一席之地。百姓的报纸不能

脱离百姓，要与百姓同呼吸、心连心。《三峡商报》独创性地开辟大型新闻专栏“市民点

将”，即每周在编辑部开通专线电话，请来政府职能部门的主要领导与市民直接对话，现场提

问现场解难，然后用整版篇幅刊登“点将”实录，并追踪报道结果，在市民中引起了强烈反

响，同时受到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等部门的高度好评。 

【地址：湖北省宜昌市东山大道119号《三峡商报》 邮编：443000 

电子信箱：sxsblwq@fescomai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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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论城市生活类报纸版面的亲和力 会员评论[共 2 篇] ╠

感觉论“浅”了，再展开些就更好。 [新闻快枪手于2003-4-14发表] 

生活类报纸的亲和力之体现，外看形体，内观质量。  

就形体而言，要排版合理，美观大方；要图文并茂，标题清秀；好的版面要有个性。  

就内容而言，要新闻性 [舍我其谁于2003-4-8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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