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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事”里彰显“思想”，这是好新闻的要义，是好新闻应具备的基本品质。 

有学者认为，一条好新闻，给受众最基础的也是最“抢眼”的愉悦就在于：“故事”在这里。

因为，新闻是人类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活动的反映，这些活动本身就是由一些生动活泼

的故事构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采编新闻说到底就是“采撷和编辑故事”——采撷那些刚

刚发生的有生动的情节和细节的新闻事实，并经过精心编辑加以报道。 

“故事”不等于基本的事实，它比事实进了一步，它的新闻价值或新闻本质的特征更为突出，

它的可读性和传播性往往超过事实本身。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李希光认为，新闻就是“找故事的艺术”。他曾

用3年多时间，将清华新闻学大篷车课堂开到了新疆楼兰古国、内蒙古额尔吉纳古城。他和他

的学生们下矿井、上太行山、进孔庙、国子监、胡同、四合院、重走长征路，目的很明确，那

就是“找故事”。 

“故事”在哪里？新闻在哪里？这是新闻学的核心问题。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

JamesW.Carey说，新闻是叙述的艺术。而叙述的，就是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社会众生对事业的

追求、对生活的态度，他们的情感渴望或释放，他们的激情、好奇、感怀、忧虑……这些，就

构成了新闻的本质内核：故事。 

把新闻的本质“提升”为“故事”，缘由很简单，那就是：受众需要故事。美国《哥伦比亚新

闻学评论》曾组织了一次 “年轻人想读什么样的报纸以及为什么读报纸”的调查，活动结

束，名记者米特拉说，我们应该把关于中东的报道写得身临其境，就像小说一样，让你读起来

欲罢不能；一位叫玛丽莎的编辑说，他（主人翁）的经历越是刻骨铭心，记录下来就越是令人

难忘。这项调查告诉我们，人们的阅读口味正在发生很大变化，他们“希望媒体把他们带到故

事中去”。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说，用形象来提升新闻。如果我们没有误读的话，其实也正是

这个意思。 

这样看来我们就释然了，难怪打开报刊，我们会欣喜地发现，“故事”已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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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意义上的“故事”，不是简单的消遣。 

有责任的媒体有一个最基本也是安身立命的功能，那就是引导舆论、主导社会意识。这也是受

众“新闻消费”的潜在目的——他们不是为热闹，而是为思索而“消费”。 

因此，新闻的“故事”不是目的，目的在通过“故事”灌输社会主流形态的“思想”。 

这样说并不是故作“沉重状”，这是新闻以至媒体的使命所在。 

新闻意义上的“故事”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正确、高尚的社会价值品位，而且，这

些“故事”必须是真实的，必须远离虚构，这些“故事”还要有内涵，“故事”不过是一个载

体，它承载的是“意义”。就是说，作为新闻“故事”的“制造者”，记者、编辑不仅要找到

“故事的出处”，还要找到“故事的意义”，通过“故事”的情节、人物、事件叙述、描写、

展示，来反映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影响人们的思维、观念和意识。 

彰显什么“思想”？“思想”的目的何在？彰显的就是媒体（新闻报道）的政治倾向、价值导

向，而目的就是使受众通过“故事”的报道，在潜移默化的阅读体验和感悟中，提高自己的马

克思主义水平和思想政治觉悟，激发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坚定人们的信心。新闻“故

事”不论何时何地都应该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坚定群众的革命意志、鼓舞群众的革命热情

为目的；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群众，武装群众，是党的新闻工作的光荣任务，也是新闻“故

事”的出发点。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 “故事”采写、编辑者必须具备大局意

识，这样，才能对点上的问题、事件看得清，看得准，才能把握其要义，“故事”也才有思想

性。老一辈新闻家穆青告诉我们，不掌握大局，是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的。 

“故事”的思想从哪里来，一条最基本的路径就是，从问题中来，就是说，媒体从业者应善于

抓问题。问题是事物的矛盾，而矛盾又是普遍存在的。旧的矛盾解决之日，就是新的矛盾出现

之时。新的事物出现或新的矛盾发展，往往会打破旧的平衡、成为人们关注的新的问题。站在

新事物的前面，用“故事”来引导、推动工作，指导实际。这是“思想”来源的“根”。  

同时，要密切关注事物之间的联系，挖掘新闻发生的背景。新闻背景的目的就在于更好地衬托

主题（思想）。孤立地就“故事”而“故事”，往往言不及义，原因何在？就在于我们没有透

过现象揭示本质，在于没有把“故事”放在大的时代背景下突出其特性和价值，一篇有思想的

“故事”，不仅告诉受众时代正发生着什么，而且应说明为什么、意义何在？还将怎么发展。 

新闻“故事”使受众思想产生“醒悟”和“启发”，并以此提高认识。 

在“故事”里彰显“思想”，作为新闻，应当避免为了“思想”而产生的抽象、概念、虚化的

倾向。既然是“故事”，就是要善于通过生动活泼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阐述

思想，表达主题。这就要求我们要善于观察、善于发掘、善于提炼“思想”的红线，并通过这

条“红线”把“故事”串起来，使“故事”像珍珠一样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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