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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大新闻文化圈中，中西新闻是最具特色、最有活力的两大体系。我们试以新华社与美

联社作为标本，来一番历史的追寻与文化的沉思，对中西新闻的写作特点进行一次剖析性的比

较，以期充实和发展我国的新闻写作。  

一、新华社与美联社的历史比较  

新华社是我国惟一的国家通讯社，是党中央领导的强有力的国家新闻宣传机构。它的前身是诞

生于1931年的红中社，1937年改名为新华社。它产生存在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红色

根据地，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民族斗争、阶级斗争激烈而复杂，这就决定了

它一经诞生就主要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出现和存在的，因而其新闻写作必然带有强烈的政治

宣传色彩。  

在新华社与中国革命共进的征途中，它不断加强其作为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工具而引导舆论、

教化民众、指导工作的职能，以其强大的宣传威力为我党我军取得最后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

量。在战争年代，新华社有时尽量搜集、发表各种新闻，揭露反动派的阴谋；有时则停止一切

揭露性、刺激性稿件的采写，以示缓和。在其50年代的业务建设方针中也提出：“要求采编人

员认真学习和研究中央的路线方针和各项具体政策。”[1]80年代新华社社长穆青在谈到新华

社记者工作时说：“在工作中要求记者时时刻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把党性原则摆

在第一位，要经常想的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治宣传贯彻得怎样，是否得力？是否在政

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了一致？”[2]  

美联社是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通讯社。它有着与新华社迥然不同的历史背景，它的前

身是1849年成立的港口新闻联合社。这是由6家纽约日报为对付日益激烈的新闻竞争而建立的

一个合作性质的通讯社，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团体所有制通讯社[3]，经营上自负盈亏，从

不接受政府资助或入股。[4]  

因此，就主体而言，美联社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一种为商品经济发展服务的企

业型信息媒介。传递情报、交流信息成为其重要的功能和任务。从根本上说，它是维护资本主

义制度，维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工具。但由于其追逐利润的本能，为吸引更多受

众，它必须不断改革报道方式与传播手段，适应受众不断变化的口味与兴趣。这使美联社赢得

了极高的权威。  

美联社的记者较少受到写作规则的束缚。每一次写作上的创新与变化都根据读者的需求。在稿

件中，严禁出现任何会妨碍读者接受信息的生僻词语、不明确表达和不习惯说法。它的报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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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裁上不拘一格；在语言上含蓄幽默；在内容上新鲜有趣，能极大地满足受众的新闻欲求，和

新华社报道具有强烈的政治宣传色彩截然不同。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随着中西交流的日益直接与频繁，西方思潮大量涌入。有人主张新华

社的新闻写作要“西化”，要淡化政治宣传。一方面，新华社写作上强调政治性的传统发挥过

巨大而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新华社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新闻的其他重要功能，如信息功

能，从而导致写作上趋于一定程度上的保守与僵化。这是否意味着突出政治性与生动活泼存在

着矛盾呢？是不是真的要“淡化”政治宣传呢？当然不是。  

江泽民同志最近指出：“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新闻舆论单

位一定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5]  

新华社作为无产阶级的新闻通讯社，必须坚定不移地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这是因为：我们的党和政府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人民的政府，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社会主义道

路，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但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由于

主观和客观的原因，这样和那样的困难，加上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蓄意破坏和各种错误思想的干

扰，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错误和缺点。有些群众会产生不理解、误会甚

至一些不正确的看法。这就需要新闻舆论机关廓清思想感情，理顺头绪，引导群众正确认识目

前暂时出现的困难，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此外，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角度

讲，必须对当前社会上存在的损人利己、金钱至上、以权谋私的思想和行为，对宗法观念、特

权思想等封建道德，以及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腐朽思想进行揭露、斗争和批评，以纯

洁社会风气，扶正祛邪，引导舆论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充当好党和政

府的耳目与喉舌。  

我们也可反观西方新闻界。他们自称“没有政治性”，常常盲目投合读者口味，甚至迎合一些

低级趣味，大肆报道黄色、暴力，以及一些荒诞不经、恐怖离奇的东西。美联社虽然称得上世

界一流的通讯社，但有时也不可避免地陷入这个泥坑。这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所决定

的。  

事实上，一切新闻都是宣传，都带有政治倾向，自我标榜“客观公正”的美联社也不例外。只

不过它常常将政治宣传不露痕迹地消融于报道幽默、煽情的细节之中罢了。这是它的高明之

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新华社坚持了报道的政治性，但在表现形式上比较直白、单一，

不太注重宣传的艺术性，从而损害了宣传的效果。实际上，内容上的政治色彩与表达上的生动

活泼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并不存在矛盾。一件作品，是完全可以做到既有好内容又有好的形

式的。任何一方的缺乏，都会损害作品的价值。我们既不能由于强调政治而使作品“面目可

憎”，也不能为追求效果而把原则抛于脑后。应该在实际的写作中将二者完整有机地结合起

来，开创出一条适合我们自己的道路。  

穆青说，新华社决不能以西方通讯社的小伙计的身份进入世界新闻舞台。美联社只是它的竞争

对手，而不是追赶目标。  

二、新华社与美联社的新闻思维比较  

思维，是心灵之光。新闻运思，是新闻写作过程的第一步。认知结构是新闻思维的发动机。要

有效地比较新华社与美联社的新闻思维，就必须找到一条主线来贯穿认知结构。这条线，就是

文化。  

1.“天人合一”与“天人分裂”对新华社与美联社的影响  

在文化这条线上，从总体上能代表叙事与民族文化精神关联的就是“天人合一”与“天人分



裂”两种思维。新华社所继承的东方的“天人合一”是一种整体的和谐，是人与自然的融合，

是一种“同”，富于理性、伦理意味，追求一种完满、团圆、平和，而又与“德”紧密相联。

而美联社记者所继承的“天人分裂”的核心表现为对个体生命的沉酣、放纵，它突出个人的存

在，富于非理性、情感意味，追求狂热、神秘、刺激。西方的“天”——上帝，与人是分立

的。  

无论是在文学作品还是在新闻作品中，悲剧，都是人类一个永恒的话题，人类不断地与天灾人

祸进行着斗争。我们就以灾难性报道为例，来比较二者不同的文化观念导致的不同写作思

维。  

美联社记者面对灾难造成的悲剧，常常注重极其仔细地描摹事实，他们用大量笔墨赤裸裸地表

现灾难对人的摧残，强烈而直接地表现出人的痛苦、悲惨境地以及被毁灭的命运。而新华社记

者却习惯于“哀而不伤”，他们虽然也暴露人的悲剧处境，但着眼点却是反映灾难中的人的精

神，用人的“战天斗地”去消解事件的悲剧性质，实现一种“事实的悲”向“精神的乐”的转

换。我们常说的“大灾出大英雄”，“小灾出小英雄”正缘于这种悲剧审美心理。  

例如美联社记者所写的《美国大兵比卡尼克和他的妻子成了住房短缺的牺牲品》[6]。这篇报

道讲述的是一起危房倒塌的灾难事故。他们一家（指美国兵比卡尼克一家）住在凑合着搭起来

的房子里。昨天大雨倾盆，被泥水泡松了的山坡塌了下来。泥土压在他们的房子上，结果两个

孩子——12岁的艾利森和他3岁半的小妹妹朱迪安被活埋在12英尺厚的废墟下面。比卡尼克像

发了疯似的用手扒又湿又重的泥土。消防队和铁路抢险队闻讯赶到，他们动用推动机干了12个

小时，才把废墟的泥土清除干净，找到了孩子的尸体。在被砸坏的床上，两个孩子并排睡在一

起，男孩子用胳膊护着小妹妹。两个孩子的身上盖着床单，看来，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用

这床单挡住不断落下来的泥土。”  

试想，如果换成了新华社记者会怎样报道呢？他一定会突出营救人员如何克服困难进行抢救，

一定突出遭受打击的比卡尼克夫妇如何得到安慰和帮助，从而弘扬一种道德风尚。但在美联社

记者笔下，新华社记者可能突出的部分全部被一笔带过，而对于后者可能弱处理的事故发生的

触目惊心的细节、场面却做了强处理，让人心中充满了一种绝望的毁灭感。再看新华社记者高

晓虎写的《在烈火的考验面前》[7]，是讲述云南省安宁县发生的森林火灾。在救火过程中，

有56人牺牲。文中写道：“事后，人们在收拾烈士烧焦的遗体时，发现他们有的手中还紧攥着

砍刀，有的双臂高举过头，都保持着奋勇扑火的英姿……”虽然有对灾难场面的描述，但不使

人产生恐怖的感觉，且最后落脚在英雄烈士的崇高人格上。文章的结尾写道：“这就是我们的

人民，他们在烈火中用信念、勇气、忠诚谱写的壮美的歌，永远回荡在云南高原的大地

上……”读到这里，读者们的情感也上升到了一种壮美的境界，产生对英雄的崇敬和一种愉悦

感、激励感。  

新华社这种对灾难事件的报道方式，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民族文化心理的一种映

射。我们的民族善感乐生，崇尚圆满，习惯于以超然的、了悟一切的、历史的态度看待痛苦，

信奉痛苦终将过去。切不过是一个过程。我们所强调的“以正面宣传为主”，从某种意义上

讲，正是对民族传统心理的一种暗合。这种积极的舆论导向，可以激发人民群众奋发向上的精

神，鼓舞群众斗志，引导人民群众正确认识和理解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推动社会的发展

和进步。  

2.戏剧传统文化对新华社与美联社写作的影响  

西方戏剧追求动作、冲突、悬念、高潮；而中国戏剧以内心冲突的抒情为重点，不注意表现动

作的“冲突”。  

戏剧着重于塑造人物。我们不妨通过比较两大通讯社的人物报道来看看它们如何受戏剧传统文



化的影响。  

美联社的人物报道，往往塑造出一个个鲜明的个性形象，以个性作为把握人物的起点和终点，

以细节、冲突、动作来表现人物性格。美联社名记者雷尔迈·莫林说：“你要收集有关细节，

如面部表情、音调、姿势等。”另一位名记者马列根也说过：“要有戏剧性！要有戏剧性１

[8]而在对采访对象的表现中，让人感觉不到叙述者的主观存在。采访者的主体意识、情感，

似乎都被重重厚幕所掩盖，或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剔得干干净净。  

而新华通讯社的人物报道都是以一种时代精神作为把握人物的起点和终点，笔下的人物散发着

浓郁的时代气息。刻画人物，着重从心理、情感角度入手，并借助大量抒情性细节，展现一种

诗般的风采。穆青在谈到人物通讯写作时说：“要使读者动感情，首先记者自己要动感情。如

果记者不动感情、不激动，或者感情动得不深、不真、不强烈，那就不可能感染读者。”在新

华社的人物报道中，可以强烈而分明地感受到记者情感的涌动。  

我们不难举出许多例子。如美联社记者采写的《抓住高树使劲摇撼》、《访基辛格》、《撒切

尔夫人的一个下午》等篇章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性格丰富、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形象。

而新华社采写的人物通讯名篇，如《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

《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等等，从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座座崇高的精神丰碑。可见，美联社重在

从人物外在的动作、服饰、语言去刻画人物；新华社重在从人物内在的思想、感情、心理去表

现人物。前者告诉读者人物是一个怎样的人，而后者告诉读者人物有什么意义。  

新华社与美联社对各自的戏剧传统文化的继承使得它们的新闻写作显示出各自别具一格的特

色。但由此也产生一些弊端。如中国戏剧形象构成的脸谱化导致新闻思维在人物透视中单一

化、公式化，没能更多地注重人物的个性化与多样化；相反倒使人物显得“高、大、全”，脱

离实际。这在典型报道中尤其突出，因此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标题：“刘胡兰式的英雄××

×”、“邱少云式的英雄×××”。而美联社记者若过于偏重人物个性塑造，难免会忽视人物

精神意义；有时甚至故作惊人，哗众取宠，失去了作品的严肃性。  

三、新华社与美联社新闻写作文体比较  

新闻文体，实际包含了两个层次的内涵。一是话语体系，主要是指记者报道新闻事实所采用的

文章结构和文字表达方法。一是思维格式，是指反映话语体系所承载、蕴含的记者对新闻事实

的认识方法。我们就分别从这两方面比较新华社与美联社写作文体。从中也可窥到历史的烙

樱  

1.话语体系的流变及特征  

美联社历史悠久，在西方新闻史上属于文体较早成熟和不断创新的领先者。1865年4月14日，

美联社记者戈布赖特获悉林肯遇刺后，写出了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导语之一：“华盛顿，1865年

4月14日，星期五——总统今晚在剧院遭枪击，可能已受致命伤。”[9]1889年，又是美联社记

者约翰·唐宁写出了第一条六要素齐备的真正意义上的导语。新闻导语的产生，直接促成了由

导语、主体、背景等构成的倒金字塔新闻文体结构的诞生，并逐渐形成了以消息、特稿、评论

构成的基本新闻文体格局。而美联社记者在实际操作中常常将各种结构综合运用或交叉使用，

创造出更为丰富的新闻文体。  

新华社初创时期，主要是抄发外电。在对西方导语理论和倒金字塔理论进行引进学习之后，以

“头重脚轻”的综合消息问世。这是一种类倒金字塔。此后，由于政治斗争的迫切需要，反映

鲜明政治观点的新闻述评兴起，同时适用于指导工作的调查报告也大量出现。在解放战争时

期，为鼓舞斗志，又出现了故事性通讯，人物通讯和后来的工作通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

发展，人们迫切希望对各种社会问题有更深入透彻的了解，于是又出现了深度报道等新体

裁。  

 



新华社与美联社在话语体系探索上存在着一个基本差异，那就是前者的稳定保守与后者的多变

求新。  

新华社写作文体分类严密琐细，各种的选材方式、结构、语言、风格都有明确界定，要求记者

写作必须合乎文体规范，否则就是不伦不类，这样就束缚了记者的手脚。例如一度流行的“新

华体”，本来并无贬义，它有简洁、准确、朴实、完整等特点，曾产生过许多好稿。但它也有

不足，各类文体界限太清，消息就是消息，通讯就是通讯，特写就是特写。由于人人竞相仿

效，形成了单一呆板的局面。美联社在文体分类上宽松而广泛，各种文体之间交融流通，不拘

一格；在文体探索上锐意求新，不受陈规束缚。美联社名记者索乐·佩特说；“我所能想到的

关于写作的规则，没有一项我没有打破过，甚至于对我自己的规则也是这样。关于写作，没有

什么万无一失的指南，除了我上面刚刚说的一条。”[10]《普利策奖新闻奖获奖作品逊序言中

说：“一个作品的好坏，必须基于作品本身的效果，而不能只看它是否遵守规则。”[11]  

2.思维格式的流变及比较  

美联社的文体思维格式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客观求真实，这是其纯客观报道时

期。1900年美联社改组时确定了报道方针为“报道事实，不报道意见”[12]。这是在反对“党

派报刊的黑暗年代”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随后，由于社会责任论的盛行和读者需求的变化，

美联社转向提示“新闻背后的新闻”，即解释报道时期。该社前总经理说：“人们变得更加挑

剔了，他们要的是解释性强的报道。”[13]贯穿新华社文体思维格式流变的一根主线是“印证

主题”。前面分析过新华社的历史，它一经诞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对某个时

期某个阶段政治任务及由此确定的主题进行印证、说明并进而进行指导，就成为其文体发展的

本质特征。  

两大通讯社文体思维格式的流变有着不同的轨迹，这是与其历史发展的差异分不开的，二者产

生的政治背景与经济基础是大不相同的。美联社的思维格式演变基本上是按照对新闻事实由表

及里的探寻与追求的轨迹发展的，显示出一种成熟的新闻文体存在。但其作为资产阶级新闻事

业的一部分，由于其赖以存在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局限性，由于其追逐利润的商业性质，

从根本上说，它最终也不能使新闻文体完全按自身规律健康发展。新华社在新闻文体的发展上

有过自己的成绩，但如前所述，还不是十分完善的。无论哪一方，都面临着一个不断发展、完

善的任务，因为“报纸文体的变革是不断适应报纸自身特点的过程”[14]。  

四、新华社与美联社的新闻写作主体比较  

新华社记者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始终是党联系人民的桥梁，是党中央政治局和人

民群众息息相通的精神导线。这使得新华社记者负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胡乔木同志

说过：“我们的记者，要熟悉党的方针政策和工作的具体过程，要跟党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要

绝对适于党的意图和党的指挥……这样的记者不是什么‘无冕之王’，但是经过他们发出的电

讯，反映情况、总结经验、提出问题、指明道路，他们却能成为很好的宣传家、教育家和组织

家，成为党在许多工作部门中强有力的助手。”[15]包括美联社在内的西方记者号称“无冕之

王”，可以肯定他们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无冕之王。但生活在竞争激烈的资本主义社会，他

们会像猎犬一样寻找现实社会中一切具有新闻价值的东西。他们不注意事件意义的大小真伪，

只着重于事件本身的时空秩序和因果逻辑；在写作中，充分考虑读者的兴趣。新华社有一则新

闻报道我国一医学考察团到广西巴马县考察老人长寿问题，写了一大堆专业术语，像一份科学

考察报告。当时香港只有《大公报》转载。而美联社记者将其改编为《中国“世外桃源”的居

民长寿多》，突出人如何长寿这个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结果香港许多报纸立刻转载。留美的

丁泽曾用“像贫下中农一样辛苦”来形容美国的记者，把他们的写作比为“两句三年得”的贾

岛；而中国的记者，大都是“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李白。[16]这种说法虽不尽然，但也

反映出两国记者的差别。（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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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引自《美国名记者谈采访工作经验》，〔美〕查尔斯·格拉米奇编，新华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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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引自《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李良荣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页  

[15]引自《新华社史话》，刘云莱，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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