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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报道也应有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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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事业与其他事业一样得以快速发展，在国 

际上获得了应有的位置。这同时也拉动了国内各新闻媒体的体育报道。 

当前，体育新闻、社会新闻和文化新闻已成为晚报及都市报的三大支柱 

。如何让体育报道成为读者阅读时的首选，不仅靠体育热点抓读者，而 

且要求体育记者努力写作，把体育报道写的更为精彩、生动。 

  体育报道“质量”的体现，包括许多方面。就写作方面来说，不外 

乎“描绘”二字。干干巴巴，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文字，尤其是在报 

道文章中的开头也是如此的话，无疑会令读者讨厌。久而久之，记者和 

报纸的信誉便在读者中荡然无存。 

  体育竞赛本身就是十分生动、感人的。体育记者的责任是如何把报 

道写得更生动，特别是在文章的开头下工夫，吸引广大读者。 

  因此，在体育报道中，应尽量减少陈述，采用的办法应是描绘。在 

实践中，笔者认为比较好的开头有：镜头式、概括式、结局式、分析式 

、背景式等等。开 

  头要有描绘，也可陈述，但陈述的目的是引出、烘托描绘，为描绘 

服务。 

  下面，摘录已发表作品的有关例子加以说明。 

  镜头式——“22日晚10时许，布加勒斯特华灯初上。‘八．二三’ 

体育场四周看台上观众的视线，一齐随着水银灯的光束，投向三级跳远 

的沙坑。‘哗……’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电子记分牌上显示出中国运 

动员邹振先的成绩：‘17．32米’！”。这种描绘好像一幅图片，集中 

而形象，使人一下子有身临其境之感。 

  概括式——“谢军又胜约谢莉阿妮，一举登上世界女棋王宝座。这 

场轰动全球棋坛的国际象棋决战，经过四个小时的战斗，可以用‘一波 

三折，出人意料’八个字来表达”。这种开头将比赛的主要特点展现出 

来，比那些“激烈紧张，耐人寻味”等空话、套话感人。 

  结局式——“0：1，中国足球队败给了伊拉克。这是第十五届世界 

杯外围赛小组赛最为关键的一场。严酷的现实将中国队出线的可能性降 

到了‘冰点’”。既报告了结果，又比较生动。 

  分析式——“昨天下午在沈阳体育场，陕西国力足球队，以0：3失 

利。在场的足球行家认为：国力队输在中场时机掌握不好，防守很不严 

密”。把国力败阵的原因一语道破。 

  背景式——“昨天晚上，全国乒乓球甲级组比赛，出现了最大的意 

外——开赛以来连战皆胜的去年冠军八一队，竞以0比5的悬殊比分，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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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第七名四川队拍下”。利用背景介绍，点明比赛特点，告诉了读 

者更新的内容。 

  在追求体育报道的生动描绘中，我们应该切忌，只顾片面的追求生 

动，甚至为了生动而不惜浓墨重描，堆砌华丽的词藻，长拉篇幅，增加 

“水分”，甚至故弄玄虚，忽视新闻应追求简洁明快的要求。因而影响 

信息的传播，是得不偿失的。 

  体育报道写作中还存在着几种弊病，分列如下： 

  一是空泛议论。例如“这个球射得巧、救得妙，赢得了观众的赞扬 

”。言之 

  无物，是苍白无力的感叹。 

  二是过于技术化。运用了专业术语，但又不予通俗的解释可谓是“ 

太专”。如“他们运用帽沿式，顶住了对方强大攻势而保住城门”。鲜 

为人知的术语，读者不知所云。 

  三是故弄玄虚。如“下半场开始后不久，客队队员攻入一球。中国 

队在失利的情况下，奋起直追，锋卫两线巧妙配合，几次在对方门前造 

成险情，一次、二次、三次射门，但都未射中，最后以0比2输给客队！ 

”这样的渲染，表面上吸引读者，但读后让人感到“水分”太大，忽视 

了简洁明快的新闻写作基本规律。 

  四是夸大其辞。比如“使出浑身解数”、“观众无不赞叹国家队精 

湛的球艺”之类，其实并非如此。作者刻意为国家队以褒扬，反倒给人 

以大话、套话不真实之感。 

  五是公式化流水帐。二十多年前，我国有位体育记者列出了一个陈 

腐的公式：“球类比赛报道，常常是笛响开球，你争我夺，激烈异常， 

上半时多少比多少，某队暂时领先，后半时易地再战，又是你争我夺， 

激烈异常。一声锣鼓，全场结束，某队以多少分比多少获胜”。这种格 

式化写作，可谓是老生常谈，让读者从中得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既 

浪费版面，又让人不舒服。 

  六是车轮话。如有则报道这样写：“一次，某队员将球搓至右网前 

，而另一队员把球搓起，某队员又把球搓过去，又搓过来，某队员突然 

一个变向，将球搓至左网前，双方又在左网前来回搏斗，最后，球挨着 

球网的顶端落下，另一名未能挑起”。一堆“搓”字，令人乏味，看出 

作者的词穷。 

  总之，新闻描绘中的生动，不同于文学语言的生动。它要求使用准 

确、简洁、具体、不拖泥带水的语言，深挖事实本身所包含的生动、活 

泼的素材。体育报道的生动素材，就是竞赛过程中的情节、细节，我们 

必须抓住它们。只有把握真实的情节、细节，才能使报道写得生动活泼 

，没有粉饰，不做作，也不卖弄。 

  （作者单位：三秦都市报体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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