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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材料是新闻的从属部分，一般指与新闻人物事件有机联系的条件、环境和动因。《新闻报

道与写作》一书的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麦尔尔·曼切尔曾说“不使用背景材料，几乎

没有什么报道是全面的。”由此可见，新闻背景是新闻写作中一个重要的要素。 

   

  背景材料在消息报道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它可以深化主题、衬托主体，可以补充事实，

增添情趣。而梁衡对于背景材料独特而灵活的使用，不但丰富了消息内容，而且使不少有价值

的新闻事实“起死回生”，达到了“旧闻“变”新闻”的效果。笔者通过分析，试将其有特色

的消息背景分类如下： 

   

  新旧结合，袭故弥新。梁衡曾将新闻分作两类：“瞬间新闻”和“稳态新闻”。一般来

说，突发性的“瞬间新闻”好写，本身就有新闻由头；但是，在社会生活和实际工作中，往往

有许多非事件性新闻，它们“早就发生并一直存在着，却还未被人知道”(梁衡《没有新闻的

角落》)，如某项工作经验、某先进人物的成长，某项科技成果的取得，都非一朝一夕之事，

有其发展变化过程，若不注意抓新闻由头，就是一堆过时的材料，毫无新鲜之意。梁衡在报道

这样的新闻时，从“渐进”中找“变动”，以新带旧，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梁衡采写的消息《小学教师李健被授予“山区办学英雄”称号》一文中，新近发生的事

实，即真正的新闻点其实只有一句话，就是它的导语：“最近，中共山西省方山县委决定授予

小学教师李健‘山区办学英雄’称号”。李健为什么能获得这个称号?他做出了怎样的突出业

绩?在这之后的大段文字中，作者对李健生平以及办学事迹进行了背景介绍。原来，李健在我

国经济最困难的1962年就来到吕梁山深处的疙叉嘴村办学。在20年中，每天翻山越岭接送孩子

上下学，不但如此，他还开荒办农场、果园，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带领该村脱盲脱贫，表现了

“李老师不仅给山村带来文化，还带来了科学和富裕”这一主题。任何一个细心的读者都会发

现，“一个小学教师实实在在地改变了一个山村”，这才是这篇新闻的价值所在，至于消息的

导语部分，它作为一个“最近点”，起到了一个新闻“由头”的作用，如果只交代到此，消息

也会苍白无力，空洞无物。作者将有价值的背景材料做主体，将新事件新近变化做由头，可谓

“新旧结合、袭故弥新”。 

   

  抓住机遇，旧事重提。旧事重提的新闻，在美国被称为“复活报道”，其特点是借回顾旧

闻之机，报道新闻。1983年4月，《光明日报》一版发表了梁衡采写的《重视智力投资建设精

神文明》这则消息。文中报道了上张家坟大队致富后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在全大队进行教育普

及的事。消息从该大队正在修建一座960平方米的学校教学楼和一座三层文化楼入手，将大队

“自三中全会以来因地制宜、联产承包后大幅度地增加了收入”与多年来所采取的一系列重视

教育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措施贯穿起来，反映了上张家坟大队物质、精神文明双促进、双丰

收的可喜成果。这篇报道虽然没有将报道重点放在“最近点”上，而是放在“三中全会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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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4年多的时间内，但消息的新闻价值及社会意义依然是巨大的。原因何在?这与作品发表的时

代环境密切相关。当时，我国确立了大抓教育的国策，整个社会都在为教育忧虑。在这种情况

下，一个生产队提出了以自己的财力办教育的方案，并一件事一件事地去办落实。这件事既新

鲜又代表着方向，既回答了中央的政策又紧扣当前的形势，具有很大的时代意义。 

   

  由此及彼，推陈出新。凡事“新”与“旧”是相对而言的，二者是辩证的关系，“新”往

往要“旧”来衬托，意义才更突出。梁衡在一些报道中借助背景材料推陈出新，来充分发挥主

题思想，起到了从旧见新的作用。比如《累卵已不危车颠不怕破新式五用塑料蛋箱在山西诞

生》这篇报道，其中的背景材料是这样的：“过去商业部门大都用木箱垫草运装鸡蛋，由于各

个环节反复倒箱，仅此全国就有几亿斤的鸡蛋损失在运输途中”，这与现在的“高30层、重

400公斤的集装箱，用铁路叉车即可随意装卸，”“鸡蛋从收到售，总破损率已经由原来的

27％降到1％以下”形成强烈对比，新型技术的优越性不言自明。这样的写法，通过对照比

较，用背景材料(即事实)说话，令人信服，同时也挖掘出了这项新技术的新闻价值。 

   

  (作者单位为河北大学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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