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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过去几十年里，新闻导语写作——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精华与核心，没有摆在大学新闻

教育突出的地位，以至造成了中国记者不会写有新闻的导语、只会写无新闻的导语。无新闻导

语的盛行给中国主流新闻传播造成的伤害是令人担忧的，无新闻导语埋葬的不仅仅是新闻事实

本身，它埋葬的是读者对阅读中国主流报纸的阅读兴趣。其后果，无新闻导语最终埋葬的是中

国的主流声音。 

走进新世纪，看看网络化、信息化、全球化、市场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变

化，人们发现世间万物几乎全部发生了变化：哇，换了人间！但是，唯有一件事物的生命力极

其顽强，那就是中国新闻媒体的导语写作模式。中国的新闻记者在新闻导语写作上，长期以

来，以拒绝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和兴趣为目的，无论是在大跃进时代、文化大革命时代、批林

批孔时代、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代、学大寨学大庆时代、批判四人帮时代、华国锋时代、批

判两个凡是时代、五讲四美时代、精神文明时代、加入WTO时代、歌颂全球化时代、会议报道

时代，坚守以下几种新闻导语写作模式： 

 

无新闻型导语： 

无故事型导语： 

会议型导语 

表彰型导语  

概括型导语 

概念型导语 

云山雾罩导语： 

埋葬新闻导语：  

如果你要不信，让我们浏览一下今天的中国报纸新闻的导语，做一个简单的抽样调查。为了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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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抽样无偏见、公正和具有代表性，我们选择了被广大公众认为最有可读性和最有新闻性的全

国性日报《中国青年报》作样本。抽样的时间段是2001年2月，稿件取自《中国青年报》的头

版和综合新闻版，稿件全部是该报记者自采。 

无新闻型导语： 

1. 本报北京2月3日电（记者苏敏）全国假日旅游办公室负责人、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张希钦日

前表示，春节的“黄金周”平稳度过，“旺而不乱、平安有序”，假日7天，没有发生大的旅

游安全事故。（中国青年报2001年2月4日 ） 

2. 本报昆明2月6日电（刘德安记者殷红）云南省重点经济干线剑兰公路（剑川至兰坪）近日

试验通车，这项投资1亿多元的工程由于有检察机关的直接监督，质量优异，工期缩短，参与

工程的干部廉洁作为，无一人“落马”。检察官全程监控公路建设确保国家利益、预防职务犯

罪的举措备受舆论好评。（中国青年报2001年2月7日） 

“人咬狗“是资产阶级新闻学，因此，上面两条新闻反其道而行之，干脆来个“狗咬人是新

闻”——无事故是新闻、某地没有发现贪官是新闻。 

如果中国的媒体只有两报一刊、如果中国公众的文化教育水平还停留在30年前的文革时期、如

果网络没有在中国出现、如果中国没有出现改革开放后的多元生活和社会，中国的新闻内容、

表现形式、导语模式，完全没有必要改变。但是，问题是，中国的受众发生了变化，今天受众

的需求跟30年前、20年前，甚至10年前都大不一样。新闻学有一句名言：有什么样的受众，才

有什么样的报纸。新闻可能是对不同的人有不同兴趣的信息。新闻是社会的大脑。新闻是对社

会正常节奏的破坏。从西方新闻学看，新闻是记者相信的读者所需要的信息。比如，对于一个

初学新闻学的大学生或研究生来说， 新闻可能是学校食堂伙食太贵、学生宿舍熄灯太早、大

学生的性生活、大学生的避孕与怀孕、计算机太少、不给学生免费上国际互联网、暑期的攀登

雪山计划等等。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 新闻可能是取消户籍制度、各航空公司浮动票价、

单位再也无权用住房和档案来限制人员自由流动、中国实现高中义务教育等等是人们谈论的话

题。因此，新闻稿件不是公关公司发给你的，也不是有关部门的宣传干部制作的，也不是领导

秘书口述的，也不是从网上下载的，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优秀的新闻作品离不开记者亲自收

集来的素材、离不开记者对受众的理解、离不开记者对新闻事件背景的理解。在新闻采写前，

记者要花20分钟，先问一问他自己，他的读者是谁？谁将是新闻的主角？主要采访的新闻源上

谁？记者对什么事新闻有一个清醒的价值判断。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新闻编辑John 

Chancellor说，新闻是变化和冲突，和平和稳定不是新闻。就象历史教科书的中心是战争，而

不是战争之间的和平。 

会议开幕型导语 

3. 本报上海2月15日电（记者林蔚）上海市“两会”刚刚闭幕，团上海市委、市青联、市学联

今天就召开上海团员青年投身“十五”发展学习动员大会，为团员青年学习领会上海“十五”

精神、积极投身“十五”建设拉响了热身前奏。（中国青年报2001年2月16日） 

4. 本报讯（记者陆锦东）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甘道明在日前召开的共青团四川省十届五次全委

会上指出，要重视青年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中国青年报2001年2月4日） 

5. 本报讯（记者许海涛）日前，在国家机关春节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中共河北省委专门召

开常委会，听取团省委工作汇报。（中国青年报2001年2月4日） 



 

6. 本报讯（记者吴湘韩）在近日召开的共青团湖南省委十一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上，中

共湖南省委副书记郑培民要求团组织突出抓好青年的理想信念教育，进一步增强青年思想政治

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中国青年报2001年2月16日） 

  

“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形式主义多。 电视一打开， 尽是会议。 会议多， 文章太长， 讲

话也太长， 而且内容重复， 新的语言并不很多。“[1]国内许多记者对会议报道都不感兴

趣，认为“太死”，“没什么东西”，“就报报程序而已”。在对外部，正相反，记者们都爱

跑会，因为会议里也有埋藏着“大新闻”。每年召开的许多会议中都或多或少的有一些好的新

闻素材或新闻线索，试想有专家汇聚的地方怎么会没有新闻呢？记者注意挖掘，把会议写活，

写透，则会议新闻不会成为死板、枯燥的代名词。读者关心的是会议中披露了什么，开会的目

的是什么以及会议达成了什么结果等。在报道会议新闻的导语写作中，记者要有浓厚的市场观

念，在写稿时得心里永远装着读者，尽量注意：1） 突出有新闻价值、读者关心的内容；不以

与会者官阶级别作为新闻价值的标准；3）即使是上面审定的会议新闻稿，编辑发稿时也要根

据读者的需要进行改编，改编时尽可能地突出新闻和读者感兴趣的内容。此外，记者一般不以

“某某会议在京召开”作为标题和新闻的导语。同样为了用户的需要，对外的会议新闻一般都

比较短，一般都不超过八九百字。 

会议只是一个新闻挂钩和由头，是新闻发布的时间要素，而不是新闻本身。在会议新闻报道

中，新闻导语回答的是 "why。" 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政府为什么要采取这个措施，为什

么要颁布这个政策。这是人们要了解的why。任何两个记者采写同一个新闻，写出来的导语肯

定是两种样子。不可能相同。不同之处：导语中强调的东西、具体信息、引语、背景、解释、

各自分别删减的信息等等。在真正的记者中，没有两个记者会采用完全一样的手法处理同一条

新闻，写出雷同的新闻导语。但是，看看中国媒体的会议新闻报道，越是重要的会议，导语越

是雷同，越是没有实质性内容，而且可以预先炮制出来，例如，各大报纸的两会开幕报导、

《中国青年报》每次团中央会议报道中。 

永远把会议中最有意思的新闻放在导语中。导语中只包含和强调突出一件事情。在新华社、人

民日报的导语中，特别是报道政府部门的会议消息中，通常在导语中罗列了一大堆事情：什么

什么会议召开、谁出席、讲话、讨论了什么什么、通过了什么什么？。如果导语中包含多件事

情和议题，记者就无法在新闻稿件的主体中集中精力把主要问题写深、写透和写清楚。就无法

回答读者会就这篇稿件导语中提到的什么什么、谁谁，提出来的许多“为什么”？ 

吸引人的导语是无法预先制作的。任何在事件发生前就能想出来的导语都是糟糕的导语。如，

会议消息、领导人讲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和记者招待会等等。在报道这些事件时，不是报道

什么什么会议召开或者什么什么领导人发表什么什么讲话。而在于在这个会议上，人们或领导

人讲了什么新鲜的话，或回答了公众关心的什么问题。上面4条会议新闻显然没有做到这一

点。 

而应该把会议的目的：作出的决定和采取的行动（好莱坞电影谈恋爱的最后高潮）放在导语

中。而不能采取编年史的写作手法。在导语中，没有新近发生的事件、行动和言论的具体细节

和新鲜内容，比如，会议的召开、某个领导人在会上发表讲话等会议程序报道，就属于无新闻

导语。无新闻导语开头的新闻，不算是新闻作品，因为读者不会去读那种作品的。 

聪明的记者总是试图把会议新闻导语变成“行动性导语”： 

 

 



非行动性导语：北京市政府今天就城市规划和外来流动人口召开会议 

行动性导语；北京市政府今天决定把外来人口就业数量限制在100万 

非行动性导语：全国人大九届四次会议今天在京隆重闭幕 

行动性导语：全国人大今天修改婚姻法，未结婚人员同居将会受到通奸罪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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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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