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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讲的特稿，主要是报纸杂志等纸质印刷新闻媒介所采用的特稿。我们来看一看国内几家比

较受欢迎的报纸杂志：占据这些报刊杂志版面的主导地位的，已经不是传统的消息了。虽然它

们有的新闻性比较强，但是仍不同于消息性新闻报道，因为它们有分析，有背景，有综述，是

典型的新闻特稿。有的虽然有一定的新闻性，但是不具备典型消息报道的时效性，是针对某个

社会群体的趋势性的报道，也是特稿。 

这些版面，可以说体现了一种潮流，我姑且称它为“特稿潮流”，就是：报纸杂志化，新闻特

稿化。很多报纸增加了以特稿、专稿、通讯、特写为主的专栏或专版。很多杂志增加了封面报

道的版面和分量，并增加了专题报道。就连我们新闻界领导们大力提倡的“现场短新闻”，在

写法上也在向特稿靠拢。 

特稿潮流是怎么出现的呢？ 

应该说，它是信息爆炸逼迫传统的印刷新闻媒体或者说纸质媒体变革的结果之一。信息技术不

断发展，纸质媒体就不得不不断变革。特稿潮流，就是传统纸质媒体为了自身生存而对传统消

息性新闻报道的一种变革，报纸杂志化，新闻特稿化，就是使报道深化和多样化。 

首先看看报道的深化。大家都知道，新闻传播领域在20世纪经历了三次技术革命，第一次是广

播技术的普及。第二次是电视技术的普及。第三次是互联网的普及。每一次革命，都加快了信

息传播的速度，拓展了信息传播的广度。每一次革命，对这一领域资格最老的纸质媒体也都是

一次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记得改革开放之初，国内放了一部美国科幻片，《未来世界》，在当时风行一时。影片好多情

节我现在都忘了，也不记得主人公叫什么了。可是电影里两个同去“未来世界”采访的记者之

间，有一段对话，我忘不了。那是来自电视台的那位女记者问那个男记者在哪儿工作，那男的

说，在一家报纸。那位拥有数十万观众的女记者马上说，就给几千老头老太太看的报纸，还有

什么办头？ 

这部电影是70年代出品的，那正是电视突飞猛进的时代。所以电视记者可以那样傲视报纸记

者，你们可真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 

然而到今天纸质新闻媒体也没有灭。在中国，仍有大约8000种报刊杂志在出版。既没有灭，就

有他存在的理由。顺便说说，如果电视真可以把纸质媒介灭了，那些电视主持人也不必纷纷出

书了。他们那些话，光在电视里说不就行了？ 

电视也好，互联网也好，它们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拓展了信息传播的广度，互联网更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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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信息交流的互动，其意义和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但它们还是有其自身的弱点。最大的弱

点，就是浅和不能持久。快是它们的优势，同时也是劣势，快得让他们难以把报道做得很深，

快得让受众难以消化和细细品味。而受众之中，能一连几小时坐在屏幕前接受信息轰炸的人，

目前还是不多。对某个事件在通过电视或互联网知其然之后，如果还想知其所以然，那么大多

数受众会去寻找纸质媒介以求深入了解。而纸质媒介如果想吸引受众，也必须拿出比电视媒体

和新闻网站更深刻的东西。 

对张君犯罪集团受到法律严惩的消息，电视台、互联网的报道可以说相当详尽。但是《三联生

活周刊》还是拿它做了一期封面报道。报道采用记者第一手的采访材料，通过执法者、社会学

家和心理学家从不同角度来分析这个罪犯的人性本质和犯罪根源，确实比较深刻。它对另一事

件也做了深化报道，就是重庆武隆县的山体滑坡。对这次山体滑坡，电视最多能闪过几个镜

头，消息性新闻报道也就是何时何地发生的滑坡，死了多少人等基本情况。而《三联》的报道

却写了一些更深层次的情况，包括地质学家对这个县地质情况如何分析，开发商如何在滑坡体

上盖楼等情节。 

电视报道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除了迅捷，镜头捕捉的画面，还给人一种真实感。但是，更

多的情况是电视镜头捕捉不到的。如果对某一事件的电视报道引起了公众的兴趣，那么，捕捉

到这一事件在电视画面以外的那些情况的纸质媒体的报道，对这一事件的背景和影响能作出深

入分析的报道，就会拥有读者。这种报道的深度，应该说是电视和互联网取代不了的。前不

久，我们同《时代》周刊北京分社社长傅睦友座谈目前美国新闻周刊的发展趋势。他说，同十

年前相比，《时代》已经不注重事件性的报道，而是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事件的发展趋势上，

放在对这种趋势所体现的更深层次的意义和影响的估计和分析上。这是纸质媒介顺应时代潮流

的发展而出现的变化，也是电视和互联网的一个功劳：它们逼着我们屏弃浅薄，走向深入。 

特稿潮流不仅体现在纸质媒体的报道走向深化，也体现在报道的多样化。 

首先是特稿自身功能的多样化。十几二十年前，特稿的功能，主要是报纸特稿的功能，还仅限

于使报纸不枯燥。如果一份报纸从头到尾全是消息、硬新闻，读者会看得很累，就会弃之不

顾。所以特稿的功能很单纯：娱乐读者。有的报纸，如香港《南华早报》，至今还保持着特稿

的这种功能，它的特稿版还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建筑、时装、影视戏剧等等娱乐性很强的

栏目。那时侯，在西方国家你要自报家门说你是“特稿记者”，别人就会自然以为你是写这些

软性东西的记者，当然，他仍然会很尊重你，因为“特稿记者”的头衔表示你有非常好的写作

能力。 

但是，新闻性报道的深化和特稿化，加上报纸杂志自身的发展要求，不可避免地使特稿也要具

有提供信息的功能。特稿的功能扩大了。它不再是软性报道的专有名词。像前边提到的《三联

生活周刊》关于张君、武隆滑坡的报道，都是关于“硬事件”的深度报道。特稿这种功能的扩

大，体现在《南华早报》上，就是在传统的特稿版之外，又增加了“聚焦”版，对一些具有趋

向性的问题做深入报道。它们同属于报纸的社评部。 

此外，特稿还具有为社会公益服务的功能。我们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一些关于贫困学生、危重病

人境况的报道，催人泪下。记得去年《北京青年报》用一整版篇幅写一个出租汽车司机，在宾

馆“趴活”时总加塞，原来是他女儿患了白血病，他要多挣钱给她治病。报道写得很感人。很

多读者看了报道，就要给那位司机捐钱。这也可以说是特稿这种新闻报道形式的一个独特功

能。 

我们对外特稿还有一另一种服务功能，就是给中外之间搭桥。比如外国人想到中国来投资，不

得其门而入。我们就要针对他们的要求加以介绍。而我们的用户各种各样，我们也要为他们提

供服务。我们有一个用户，是《国际水果杂志》，在瑞士。他们有时要关于苹果的特稿，有时

需要关于大蒜的特稿。我们也不大明白大蒜和水果有什么关系，但是用户有需要，又不涉及国



家机密，我们就提供。 

当然，我们国家所有的媒介都受党的领导，都具有宣传或者教育的功能。那些典型人物的宣传

很少通过消息报道，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特稿的作用。 

其次是特稿形式的多样化。有分析、综述形式的特稿，有以对某一事件做现场描述为主的特

写，有人物访谈类的专访，这些专访又可分为一问一答的访谈和人物速写。有单独成篇的专

稿，也有就一个专题从不同方面进行报道的组稿。有为树立典型唱颂歌的通讯，也有目的在于

揭露某些阴暗面的调查性报道。它们或长或短，各具特色。 

第三是特稿内容的多样化。政治、经济、国防、司法、社会、教育、科学、文艺、考古、旅

游，都可以是特稿报道的内容。特稿可以写一人一事，也可以写一城一镇。单是国际问题，就

有多少可写的内容！中美关系、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大陆和台湾、中东问题，给特稿记者

发挥的余地，实在是很大。 

不过，特稿的功能、形式、内容再多样化，有一个功能，在到目前为止的新闻学分类中，它还

不能涵盖。那就是评论的功能。在西方国家，评论、社论、言论，与新闻报道是严格区分的。

评论、社论和包括读者来信在内的言论，只能出现在言论版，不能与包括特稿在内的报道混

淆。这很有道理。不清楚国内的规矩如何，反正我们对外供稿必须严格遵守这一规则。记者的

立场和观点，不能赤裸裸地写在报道中，任何带有结论性的话，决不能由记者直接写在稿件

中。 

以上可以说是特稿潮流的一般趋势。 

先解决一个问题：我们讲了半天特稿，什么是特稿？特稿跟消息的区别在哪里？ 

请大家看两组例子。 

A1

清华大学4月26日电 

享誉世界的著名华人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今天与清华大学青年学生畅谈

《美与物理学》，共庆清华大学90华诞。 

清华大学是杨振宁先生的母校。杨先生今天在讲话中回忆了他在这里的成长经历，勉励同学们

立志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A2

家住清华大学西院十一号的一个淘气孩子在看到一本名叫《神秘的宇宙》的书以后，对父母

说：“将来有一天我要拿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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