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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报纸杂志化”倾向 

作者： 曾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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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了新闻工作领域，不少报纸内容和表现形式的革新都使读者耳目一新。但也有一些报纸像办杂志一

样办报纸，刊登不少适宜于杂志刊登的稿件，版面编排也趋向整整齐齐的“书版式”，使新闻纸上的新闻越来越少，成

了徒具报纸外形的杂志。对于这种“报纸杂志化”的倾向，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报纸杂志，本质不同 

无论报纸还是杂志，它们的产生，都源于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如以报纸与杂志为分界线，信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新

闻宣传的信息，即对于新近发生的国内外大事的报道；另一类是知识性、服务性的信息。这两类信息的社会传播，通常

分别由报纸和杂志来承担。 

报纸以刊登新闻信息为己任，时间性极强，讲究时效。而杂志虽然偶或夹杂几条新闻，通常不以刊登新闻为主要内容。

即使是时事性杂志，如《嘹望》周刊、《半月谈》等，它们的新闻报道一般比报纸也要慢半拍。如果要给“杂志”下个

定义，似乎可以这样说，杂志是大众传播的一种媒介，是提供大众阅读各门各类知识材料的周期性出版物。它是介于报

纸与书籍之间的一种精神物品。而报纸与杂志不同。它是一种以刊载新闻和新闻评论为主的公开的定期出版物。它的优

势在于出版周期短，因而对新近发生的事件可以及时追踪报道。它毋须一页一页翻阅，对开或四开的形式及丰富的版面

语言，可以使读者对今天所报道的大小事情能一目了然。这一点是杂志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的。 

二、报纸在杂志的基础上成型的原因 

从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来看，报纸是在杂志的基础上脱胎而来的，而促使报纸发展成型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对新闻的需

求越来越迫切。新闻史学界一贯把1815年出版发行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1833年出版发行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

传》等作为近代最早出现的一批中文报刊。严格地说，它们都只能算作“刊”不能称为“报”，可以说完全是早期的杂

志形式。从内容方面说，可谓杂七杂八，什么都不缺，但唯缺新闻。在杂志中夹杂少量新闻，报与刊界限不明。这就是

中国近代报刊早期的情况。而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尤其在辛亥革命前后，对外御侮、反清起义不断，国内外大事蜂

起，人们了解新闻的欲望随之增强，报刊的新闻内容也随之开始增多，以便满足读者的愿望。消息写作的样式也逐渐增

多。既有三言两语、简明扼要的短讯，也有字数较多、夹叙夹议的长篇；既有就一个事件的经过作阶段性的报道，也有

对某一事件的全过程作介绍和分析的综合报道。新闻的标题一改过去以消息来源或消息发生的地域冠题的格式，实行一

文一题或一文多题。从形式上讲，自戊戌时期的《时务日报》首先将版面分栏、新闻分类之后，各报开始对报纸版式进

一步改革：用对开报纸两面印刷（每面各两版共四版）、直行排版，设置多种栏目，根据内容拟定标题，配发时评、时

事漫画，与新闻相映衬，字号多样，使版面活泼醒目，让人打开报纸便对今日全版新闻一览无遗。到辛亥革命前后，版

面编排上有了更大的突破，由通栏长行，逐步改为多栏短行，可省目力，更便于阅读。此外，还采用了综合编辑法，即

将重要的、紧急的新闻放在显著版面的显要位置，并充分运用大字、多行、通栏标题、加花边、加框、配评论、配图片

等编辑手段。这些无声的版面语言提高了办报艺术。这时的大多数报纸，已完全摆脱了书版式或杂志式的痕迹。 

我国近代报刊为什么会在辛亥革命前后脱离杂志的内容与形式，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报纸？除却通讯设备和印刷技术

的改进，杂志性报刊的周期、内容、形式都已不能满足读者对日益增多的新闻信息的需求。所以说，报纸从内容及形式

上摆脱杂志，脱颖而出，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必然发展，是新闻出版事业取得的一个历史性进步。 

三、“报纸杂志化”不合乎报纸的特性和历史发展规律 

报纸是新闻纸——这个结论当是合乎报纸的特性以及它的历史发展规律的——从它问世的那一天起，就以传播新闻为自

己的天职。从受众心理看，读者对报纸的需求是新闻消费。可以这样说，没有新闻也就没有报纸，没有新闻也没有读者

对报纸的一往情深。然而，“报纸杂志化”恰恰忽视了报纸新闻性这一至关重要的特性。 

以传播新闻为天职的报纸，应该在读者打开它的时候，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这是今天的报纸，介绍的都是新鲜事件，而不

是在向读者兜售陈芝麻烂谷子。目前，报纸杂志化倾向的第一个症状是消息不多。消息真正成为版面的主要角色，可以

大大增加新闻信息量，使读者广知天下大事；如今少了这根台柱子，房子自然要塌下来，报纸将不成为报纸。第二个症

状是专版多。专版不再登新闻而专登生活、知识、法律、修养、文摘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同样没有或缺少新闻

性。这就必然冲淡和削弱了报纸的新闻性。第三个症状是大特写特别多。一般大特写，洋洋洒洒占据半个版或一个版，

新闻在宝贵的版面上还能占有多少席位？不仅如此，就此类文章内容而言，不少东西并不新鲜。总之，报纸上的新闻，

尤其是短小活泼的消息，含量极少。编辑以为如此做法报纸可以“红火”起来，实际上读者并不欢迎这样的报纸，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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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 当收视率碰上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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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電視台對收視率調查爭議不斷的同

時，我們也注意到，當節目以收視率略

勝零點零一、二的些微差距而領先他台

時，便出現電視台主管切蛋糕、發獎

金、大肆宣傳慶祝的場面，可見電視台

對收視數字又愛又恨的情結。零點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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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杂志化报纸的销量回落，不正是证明读者在帮助编辑校正办报方向吗？ 

“报纸杂志化”的倾向表现于形式，便是版面上出现了大的板块。几篇大文章两分天下，三足鼎立，何来灵巧穿插、互

相咬合、活泼生动的报版？书版的表现形式，在报纸的文摘版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如今采用激光照排技术，报人理应大

展宏图，促使版面编排发生一场革命，以更加灵活多样、生动活泼的报版呈现于读者面前，使读者欣赏到报纸版面独特

的美。而现在不少报纸却忽视了这一点，大块大块的排列死死板板，令人“扼腕”！ 

克服“报纸杂志化”的倾向，并不意味着报纸只能刊登新闻，不能刊登其他内容。关键在于报人应该把握装度”，对于

非新闻性稿件要适可而止。克服“报纸杂志化”的倾向，也不意味着报纸不能向杂志学习，向杂志借鉴。但如果学得逼

真，失去本性，肯定不行。在所有的杂志中间，新闻杂志的性质与报纸比较接近，倒是可以从中多学一些东西的。报纸

的深度报道就是借鉴于杂志而且颇有成效。但从总体来说，办报也不能像办新闻杂志那样去办，还是应以加大新闻信息

量为主要职责。总之，“报纸杂志化”是一种倒退现象，应当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现在有些晚报提出了这样的口号：

“晚报就是晚报，千万不要日报化”把这句话给套过来用，那么：“报纸就是报纸，千万不能杂志化”。 

原载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1996 6 

（责任编辑：） 

┆ 打印本页 ┆ 关闭窗口 ┆

收藏本文

 读者留言

用户名：  * 密码： （游客）请在用户名处输入化名，无需密码 

 邮箱：  * 游客发言需提交邮箱 

效验码：  * 请输入：1481  

 *

 评论内容：不能超过250字，需审核后才会公布，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政策法规。 发表评论

传媒资讯网┆传媒学术网┆传媒考研网┆传媒博客┆传媒社区┆传媒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