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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新闻行业是专业富集的行业，这个行业的特质即需要新闻从业者特别是编采人员应

该非常重视语言能力的锤炼，本文从一则报道着手，论证语言对新闻报道影响力和表现力的重

要作用，指出，只有努力学习语言，新闻从业者才会达到“准确、新鲜、精练、生动、通俗”

的新闻写作高境界。 

关键词：新闻行业   语言   基本功  

古人说：“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是说古人行文非常重视炼字。 

又有语说：“好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一声三伏寒。”是说人们说话要注意方式，好的语言表达

常常是比一个卑劣的不得体的话语要好上千百倍。 

新闻从业者何尝不是如此。所以，就有“（新闻语言如何）不仅直接关系着一篇新闻的传播效

果，而且会给受众学习和使用语言以影响，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影响不可低估。”【1】新闻行

业一门专业富集的行业，它是集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影、摄像、播音、多媒体等诸多

领域为一身的的一门“杂学”，不少前辈先贤对此都有论述，最著名的即是黄远生的“四能”

说【2】。道理自然而然，顺理成章，新闻从业者特别是编采人员，也应该具有坚实的语言的

功底。 

笔者在自己集存的一沓报纸中随便抽出一份，想仔细予以研究说明。这份报纸是2004年3月14

日《教师报》，语言问题比比皆是——作为语言文字表率的教师的报纸尚且如此，更不用其他

非语言文化学人所看的报纸了。 

以该报纸一版要闻版为例： 

该日的《教师报》一版共有8篇文字报道，2篇摄影报道和一则征文广告。文字报道具体为：报

眼《北京全面实施教师资格制度》，头版头条《政协委员文家庭眼中的农村基础教育》，头版

二条中中中《谢克昌委员质疑现行英语教育》，上右《人大代表任玉奇建议：延长义务教育年

限至12年》，下左《高校女生流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性别教育势在必行》，下中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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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纵火烧死8名学生，家长向教育部门索赔352万》，下中下《不堪学习心理压力，湖南一中学

女生纵火焚校》，下右上《武功：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是头等大事》。两幅图片报道分别为

中左《杨利伟看望家乡人大代表》，中右《民族代表穿上蒙古袍准备参加人大会》。广告为下

右下《教师报征稿》。 

就语言而言，几乎每一则报道都有问题（笔者不涉及编辑、版面等其他领域）。限于篇幅的原

因，本文只谈头版头条《政协委员文家庭眼中的农村基础教育》—— 

这则报道，笔者第一眼就觉得又很多语言问题存在，细究下来，问题主要有： 

其一，用词错误。 

第一段，“……来自于安徽省霍山县落水岭镇的文家庭委员，向全国20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讲

述农村基础教育的困境。”（“农村”，东部还是西部？发达地区的农村可没有困境。问题：

缺少限定词。补救：加上“革命老区”、“山区”、“经济不发达地区”等词。） 

第八段“（农村教师中）有文凭、素质高的教师都奔向了大城市”和第九段“在一所省级示范

高中，校长助理带着6名教师去了上海，在另一所中学，外语教师几乎全部跑光，闹得学校开

不了学”的表述让人莫名其妙，这“另一所中学”指的究竟是农村教师还是城里的教师，从上

下文判断，应该还是一所和省级中学层次差不多城里的学校，那么，既然如此，文题中的“农

村基础教育”和它何干？（解决办法：尽管可以充斥内容，但是，于题无补，于是，最好的办

法——删掉。） 

同是第九段“广东‘教育兴区’吸引内地教师南下，广州天河区吸引来900多名优秀教师，海

珠区吸引800多名优秀教师，……农村骨干教师大量出走，新鲜血液无法补充……”也是病句

重重，首先，这1700多名优秀教师和农村骨干教师大量出走无必然联系，依本段前句的说法，

极有可能是“省级示范高中”此类学校；再者，“（农村教育）新鲜血液无法补充”是谈吸纳

教育从业者的，据笔者了解，任何一个农村学校只要有向社会选聘教师名额，农村中的稍有文

化的农民是非常愿意从事教育的，哪怕是“民办教师”身份。（解决办法，“这1700多名优秀

教师”中从农村出去的比例是多少，“（农村教育）新鲜血液无法补充”句删除。） 

第十段“农村费改税后，取消了农村教育附加费，致使农村基础教育资金大大减少”，严格

讲，“农村教育 

附加费”和“农村基础教育资金”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没有了“农村教育附加费”，“农村基

础教育资金”可以依靠政府拨款继续得以维持。（解决办法：此段删除。） 

第十二段“将城市所征教育附加税全部用于农村基础教育”——“全部用于”，太绝对了！难

道，城市里的个别条件稍差的学校留下哪怕十元钱都不行吗？（解决办法：给此句“教育附加

税”加上限定词“百分比例之……”。） 

其二，词组不搭配。 

针对2到4段的教育落后现状，第五段得出了结论“农村教育条件如此，还谈什么素质教育、创

新教育？还谈什么保护少年儿童身心？”（农村的教育条件和“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并

不构成必然的联系；再者“……还谈……”是构成递进关系的连词，和“……如此”不够成完

整的递进关系，所以最好改成“……尚且如此”；如果是说对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造成了影

响，那么，在这两句话之间最好加上一个过渡句“基础教育都达不到”则表述完整。）。 

第六段引用了这位政协委员评论城乡教育差距的4个“越来越悬殊”：“教师素质越来越悬

殊，教师的工资、福利待遇越来越悬殊，城市与农村的教育质量越来越悬殊”（作为排比句

式，限定词一致的情况下最后一句中的“城市与农村”没必要出现，而且“素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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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段“而农村的义务教育却未能体现‘义务’的基本含义”，“教育”无法“体现”。

（解决办法：“教育”改“教育现状”。） 

其三，语言常识性错误。 

第二段“一到阴雨天，黑洞洞的教室挤满了学生”，作者似乎在说教室里拥挤和光线不足，但

是这句话中的“挤满了”不妥，好像是晴天就“挤满了”。（解决办法：改为“一到阴雨天，

教室里漆黑一片。”） 

第三段“76张床挤在180平方米的空间里，住进……316名学生，每个学生约占0.5平方米”，

“76张床”和“316名学生”的比例关系可以看出，床一定有架子床，因为每张床上要住

4.15789人，假设床只有两层，下层住三人，上层住两人兼放行李，那么，下层住228人（哪怕

下层的床面和地面一般大），下层每个人拥有的空间面积为0.789平方米，上层88人（除去过

道和行李位置）所占面积一定比0.789平方米还要大，所以，简单的用数学方法进行除法运算

得出的0.5平方米是很不科学的。 

第十一段“义务教育的概念，我得理解是：一是指学龄孩子有义务接受教育；二是公民有义务

把自己孩子送到学校去接受教育；三是国家和政府有义务向适龄儿童提供教育”其中的“我得

理解是：……”完全没有必要，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3】第二章“教育基本制度”

第十八条“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各级人民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就

学。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以及有关社会组织和个人有义务使适龄儿童、少年

接受并完成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不管“我”如何“理解”，法律本来就是这么规定的，表

述不过通俗些罢了。（解决办法：删去“我得理解是：……”。） 

第十三段“建议对公款招待征收20％的教育税”，中国太大了，人太多了，中国的现状是“有

法不依”，这个建议的推行太难了。 

结束段第十四段“‘我们能不能少建一所工厂，少修一条路，少盖一幢楼，少搞一点评估、达

标升级活动，把节约下来的钱用到农村义务教育上？我们苦一点没事，但不要苦了我们的孩

子，不能亏了我们的农民孩子。’文家庭的呼吁回响在人民大会堂。”——“少建一所工厂”

（如果是建在贫困农村呢？）、“少修一条路”（如果是修在贫困农村呢？）、“少盖一幢

楼”（如果是盖在贫困农村的学校里呢？）、“少搞一点评估、达标升级活动”（如果评估、

达标促使了贫困农村的教育条件改善呢？）；“呼吁回响在人民大会堂”（不呼吁就不回响

吗？）（解决办法：此段删除。） 

…… 

其他报道、其他版面此类错误比比皆是。 

这一则“人类灵魂工程师”看的报纸尚且如此，更可以想一下社会上的其他报纸，所谓的“普

遍感到”、“交口称赞”、“纷纷表示”等等表述，真是俯拾皆是。他们用的好吗？不尽其

然！它们的语言表现力可能恰恰是最差的。没有几个人对这类的干瘪表述感兴趣。 

针对这一则报道，看起来，这些问题似乎都是记者在完整的引用原文，这些都是原文中发生的

错误，好像和记者关系不大。但是，其实，这恰恰反映了这名记者的语言功底的薄弱。记者不

 



仅是信息的报道者，而且是信息的“过滤者”和“把关人”。对于原始信息中的不当或表述错

误甚至于矛盾，记者应该自己去辨别，去更正，呈现给读者的信息应该是至少是正确的没有语

言错误的表述。 

记得毛泽东主席的《沁园春&#8226;雪》解放后在《诗刊》重新发表时，原句中有“原驰腊

象”一句，一名读者发现“腊”应该为“蜡”之误（《诗刊》编辑有看出来得，但是，认为这

是毛主席的诗词，所以不能改动），所以，给主席去信指出，主席看了非常高 

兴，立即回信道谢，并与以修改，但同时毛主席对《诗刊》编辑的不负责任提出严厉的批评。

所以，一名称职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是对原作者负责的人。 

那么，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在，那就是，因为这名新闻工作者自身的语言功底不扎实，自己撰写

稿件时写错了或没有看出原报告中的语言问题，那么，就自当别论了。这里就有一个加强自身

语言修养的问题了。 

如前文所说，新闻行业是一个包纳世界各行各业的一门“杂行”，而且，不少羡慕新闻行业的

非语言类人士不断加盟，所以，每个人的语言功力的确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有高有低，那

么，这里则很有必要对这些“后入道者”提示要多学习语言，而科班的、文科类的、从业很久

的新闻工作者也是需要继续锤炼语言，也只有这样，才能更使自己的新闻语言富有表现力，自

己笔下的世界更会丰富多彩。 

如何学习语言？笔者认为蓝鸿文《新闻采访学》中说得好，“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从古人语

言中吸收有生命力的东西，从外国语言中吸取对我有用的精华”，【4】唯有这样，才会达到

“准确、新鲜、精练、生动、通俗”的新闻写作高境界。 

注释： 

（1）《新闻采访学》，蓝鸿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 

（2）“四能”，即“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耳能听；手能写”。 

（3）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1995年3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四十五号公布，1995年年9月1起施行 

（4）《新闻采访学》，蓝鸿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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