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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新闻事实：“陈建明及其妻、子的名下有512万元的巨额存款，该巨额存款被秘密转

移到了珠海，现已全部被调查组冻结收缴。“被掩藏在这篇长文的最后一段。 

 

24. 本报讯（洪言）团中央日前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团组织今年春季以“小事做起来，保护母

亲河”为重点，大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加紧植树造林和工程建设，探索资金筹集方式，迅速

掀起“保护母亲河行动”的春季热潮。（中国青年报2001年2月8日） 

   

具体的细节，如要求全国青少年“买菜购物用布袋、随手关闭水龙头“被埋藏在文中不显眼的

地方。 

 

关于导语写作和构思上的技巧： 

 

导语不简单地是新闻的总结，不是笼统地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一条新闻稿件必须回答：

What、Why、When、How、Where、Who。但是，这些问题不必都在导语里回答，好的导语精彩地

回答其中最有意义的和最有新闻价值的要素就足够了。导语是新闻事件中最重要的事实和亮

点。如果导语写得精彩，就能抓住读者，否则读者就溜掉了。新闻语言在采访新闻时，把新闻

事件中最重要的和最能吸引读者的行动、讲话、声明和场景放在导语中。 有的新闻事件里包

含多个兴奋点和亮点，记者只能金子里挑钻石，选取最大的钻石。绝对不能金子里挑沙子（如

上面列举的《中国青年报》上的几个例子）。 

导语应该是故事的高潮。如选举结果、记者招待会朱总理的讲话兴奋点、克林顿的性丑闻。导

语就是事件的高潮，不是做爱前的爱抚和前戏。什么叫做前戏? 新闻导语种罗列的一大串程序

性的事实：什么什么会议在京召开、什么什么人出席、会议上什么什么人发表了讲话、会议上

通过了什么什么决定。 

今天，随着有线电视台和互联网的出现，新闻的出口越来越多元化。但是，无论新闻怎么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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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媒体的根本属性是不会改变的：为不同思想和观点的人提供共享的信息环境。新闻的另一

个作用是促使读者关心政治、关心公共政策、关注政府的所作所为、关心人民的疾苦、关心国

际局势。因此，新闻记者必须准确诚实地、有责任心地报道事实和数字。有的记者是一边采

访，一边构思和一边写稿。而有的记者是等采访回到办公室后，先给自己沏杯茶，再打开电

脑，然后开始把头脑里的想法和素材输入电脑。最好的记者当然是边采访边写稿的记者。无论

记者用和中方是构思新闻的开头，总离不开以下几种技巧： 

 

1. 导语中选用的事实，必须是到了非要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不可的地步。这种事实有一种紧紧

抓住你的读者的力量；所报道的事实或描述的观点有新意或新的味道； 

2. 坚持倒金子塔结构，导语不得超过50个字。最好是一句话导语，最多不能超过两句话； 

3. 导语内容越具体越好。但是，不要包括太细的细节内容。例如，出了飞机事故，6人死亡，

不一定要把6个人的名字都写进导语。而是要把最有新闻价值的人的细节写进导语。有的时

候，不一定是飞机掉下来人死了就放进导语。如果飞机掉下来，所有的大人都死了，担有一个

小孩幸存下来，这个小孩就可以放进导语。导语的作用是要让读者把新闻读下去，要提出和回

答“为什么”。 

4. 导语要有一个兴奋点或卖点; 导语要调动读者的情绪,而不是他的大脑; 导语选择什么样的

新观点或言论的时候，编辑和记者必须跟着当地读者走, 按照他们的情绪写文章.否则会引起

读者对报纸的反感；  

5. 用讲故事的口吻写导语，好像你在跟一个坐在你对面的人讲故事； 

6. 要从具体的问题入手,然后再拓展话题； 

7. 只使用最明晰的事例和数据; 可以用近发现的历史档案做导语。如新华社稿导语：“在今

天举行的国际图书馆大会上，美国图书馆学者提供的证据表明八国联军劫毁了人类无法弥补的

文化财富“；“日本档案专家在此间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揭露日本毁掉侵华档案“；”北京今

天开幕的国际档案大会上首次向世人展示了毛主席与达赖的信件“等。美国研究纳粹德国时代

妇女作用的专家克劳迪娅.库恩丝教授向报界发表了她的研究报告，在报告中，她还就就现代

社会想象进行了讨论。在场的一个记者没有从半个多世纪前的人类行为去构造导语，他是这样

报道这条新闻的：“昨天晚上，一个研究纳粹德国妇女问题的专家说，一个权力只给男人、人

性只留给女人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是危险的。” 这条导语巧妙地使这个古老的故事具有了时效

性，因为世界，特别是美国社会，人们关心的是妇女的作用，而不是库恩丝对纳粹研究本身的

成果。  

8. 导语要具有视觉感, 让人读起来忘不掉; 

9. 导语写作要有针对性，要明白稿件是给谁写的。了解群众在想什么、盼什么、欢迎什么、

反对什么。很多新闻导语读起来像是专门给采访对象写的； 

10. 导语千万不要空， 要感人。空就是假，给人以假的感觉，就有损于媒体的形象；  

11. 导语要以小见大，导语中最好能见到人，人还要有名有姓； 读起来真实、可亲、可信； 

12. 通过事实的取舍，在导语中表达记者的立场和感情。例如，美联社为了在稿件中引起读者

对北京申奥的反感，在一篇消息的导语中写道：“北京今天用假花和戒备森严的警力迎接奥运

会检察官的到来。” 



13. 善于把国内或国际关心的重大新闻找个地方新闻挂钩去报道。如《中国青年报》在报道

《塔里班毁灭古代大佛像》的报道中，如果能从《丝绸之路上最珍贵的佛像造厄运》入手，并

谈及玄奘（唐僧）曾在这几座佛像前烧香多年，定会引起国内读者的关注；  

14. 尽量使用直接了当,生动的,不拘形式的语言和短句子;导语要具体, 如使用真实的姓名, 

地名和事件的描述, 使你提出的问题和论点鲜活起来; 

15. 导语中不应该有一个多余的字; 

16. 最能引起读者注意的导语，不是让人读起来高兴的导语，而是让人读后感到一种生气的力

量在驱动你把故事读完。比如,为了引起读者注意,有人这样开头一篇文章“一位社会学者今天

说，印尼动乱的最终解决在于赶走全部华人。“ 再如,津巴布韦战乱死了很多人,有人这样写

导语：“走进这个国家，人们发现这里最短缺的商品是棺材。“ 

17. 最重要的是,你的导语必须首先牢牢地抓住报纸的编辑.通过很微妙的写作技巧引起编辑的

注意。 

 

新闻是提供给不同观点人的共享信息。新闻媒体的作用就是制作并发布供广大公众共享的信

息。新闻记者职业是一种崇高的使命，是一种社会责任，是把事物的真相发掘出来，并公诸于

世。就象一轮灿烂的太阳一样，试图照亮每一个阴暗的角落。作为一种供大众共享的信息，中

外早在2000年前就有这样的共享信息的存在，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马克.波罗游记》

等等。玄奘和波罗这些古代伟大的旅行者，就好象今天的记者，把他们亲自采集来的见闻、新

闻和故事如实地记录下来，传递给一个信息封闭的社会。玄奘采写《大唐西域记》的时候，相

比，没有什么精英意识。美国著名的小说家Norman Mailer曾经因发表《夜里的军队》一书，

而获得美国新闻界最高奖—普力策奖。他在事后谈到记者这个职业时谦虚地写道，他获得这个

奖励实在勉为其难，因为他深知记者是一项要求极高的职业。“他们每天都在寻找故事，他们

必须有强烈的好奇心，以致他们在乃至最小的新闻事件上，也非要挖掘出背后的秘密后，方才

去休息。” 

近年来，谈到新闻人才的培养，中国新闻教育界的学者更多的是把培养所谓学者型人才放在首

位，或认为新闻传播系的学生要系统全面地学习西方传播学理论和传播史。而媒体第一线的专

家则坚定地要求语言表达能力和写作本领永远是第一位的。有的新闻院系的学生说，“老师，

您上课，能不能给我们灌输精英意识，而不是平民意识。我们要做社会精英，要出思想，做大

文章，不是写为平民百姓看的故事性导语。“ 

根据我在中国和美国当记者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不是空洞的理论，也不仅仅是语言表达和

写作技能。最重要的是培养新闻敏感和好奇心。我在新华社当采编室主任的时候，总是要求我

的记者们乘地铁或骑车上班，每天都能有机会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看到或听到有趣的故事，发

现新闻线索和灵感。我要求他们时刻带一支笔在身上，把观察到的那些闪光的细节和亮点记在

笔记本上，以防到了编辑部，事情一多，忘了。如果骑车上班，就用几个关键词，顺手写在手

背上，到了办公室在写到电脑里，或笔记本上。 

坐在办公室里等候政府部门或公关公司的传真和电话来寻找新闻的人，不是好记者。好记者总

是走出编辑部大楼，到大街上和生活的火热场面去寻找新闻线索。不错，政府机关的会议上可

能会产生有新闻价值的消息，但是那要靠你的新闻敏感去挖掘，而不是仅仅报道一下会议新

闻。好记者总是以小见大。在看上去微不足道的细节或人物背后，挖掘出具有重大新闻价值的

故事。 

 



不幸的是,在过去几十年里，新闻导语——新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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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种普遍现

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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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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