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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人们往往不太注意生活中细节。 

新闻报道也有相似之处。气势大、立意高，豪言壮语，或许还有陈词套话——似乎是大多数

“新闻力作”与重点稿的标志。“大趋势”、“大聚焦”、“大跨越”为题的层出不穷。还有

“新高度”、“新广度”、“新深度”等等——一般新闻报道中不说“浓度”，浓度使人想起

酒之类液体或有花香的空气，那就有点“小资情调”。 

追求枝微末节，总有从小处着眼，舍本求末的感觉。 

即使在高扬“做大做强做新”的时代。翻阅报纸或新闻期刊，一则很好的消息、通讯或综述，

如果发现其中一个细节出了毛病，就像不小心在好菜中吃出一只苍蝇般，立即坏了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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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 

中国足球队参加世界杯十强赛，抵达阿曼首都。能不能冲出“西亚包围圈”是人们所关注的。

一大批记者也尾随而去，及时发回了不少报道。那天看报纸，是北京发行量很大的一家报纸。

在显著的版面刊登了“本报记者”发回的一条消息，报道国足抵达阿曼进入下榻的宾馆的情

况。记者写道，从这里可以眺望地中海的景色，波光粼粼，如何优美等等——我顿时产生了疑

惑。阿曼与阿联酋均濒临波斯湾，怎么能看到地中海？ 

很败兴。找了册世界地图一看，果然是写错了。可能大多数读者都忽略了，不会那么认真，管

它地中海还是波斯湾呢，反正都是海。人们关心的只是球队和赛事。也许因为曾当过多年的记

者编辑，对文字总是特别在乎——即使是一个记者随手写上的地名，如果感到陌生，也要查一

查地图。于是练成了能画出世界地图、中国地图甚至分省图，标出河流山脉和主要城市的活

计。 

确实，海洋海湾的移位，对这篇报道的“伤害”不算太大。但它毕竟给我们传达了一个错误的

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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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的细节与文学的细节不同。 

·小议消息中的细节描写  

·消息中该不该用形容词  

·舆论监督报道采写特色  

·新闻写作结尾20种形式  

·吃西瓜与新闻采访  

·通俗标题略论  

·新闻标题的三种类型  

·连续报道如何选题  

·报纸的两种写作风格  

·特稿,以什么打动人心?  

·换个角度写独家新闻  

·探析否定式新闻  

·新闻评论写作四要诀  

·消息中的议论浅探  

·新闻写作去掉你的形容词  

·硬导语和软导语的选择  

·非事件性新闻的几种写法  

·体育深度报道探析  

·消息标题应标明什么  

·谈深度报道的导语写作  

·新闻故事化成因与现状  

·新闻文本结构与意义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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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的细节，可能是人物的一个习惯性动作、一件“小道具”、一个巧合、甚至是一根

“红头绳”等等，那是为了增加人物或故事的生动性或真实性。一般说来，不会出现细节的错

误问题——人们对文学作品在细节上的要求，相对是比较宽容的。如关汉卿《窦娥冤》中的

“六月雪”，人们都能接受。感天动地，宁愿相信会有六月雪。然而新闻不同。 

它不存在“白璧微瑕”一词。也没有“瑕不掩瑜”的问题。它每一句话、每一个词，只有真实

或者虚假，正确或者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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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影响新闻质量有很多因素，如观察点、倾向性、立意，以及所体现的导向性等等。但在

新闻采写上最容易忽略的往往是细节。采访时略有欠缺，变成文字时“想当然”一下，为了抢

新闻就匆匆写进了稿件。 

当记者在稿件见报后沾沾自喜时，一个电话或一封信飞来，指出你报道中存在的问题：未经核

实的虚假数字、地名人名的张冠李戴、根据自己想像的描述和虚构，甚至扎眼的错别字等

等。——这种硬伤，就像“弹孔”一样，直接危及的便是真实新闻的生命。 

无一例外，通讯社和各大报纸都要无可奈何地发更正——虽然有些是稿件有关单位提供材料时

便存在差错，媒体“照发”造成的，但大多数还是由于记者采写中对“细节”掌握不准确酿成

的。这种漏洞和负面影响，能用若干天后一则不起眼的“更正”修补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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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一律缄口。通常是“家丑不可外扬”。对差错的“修补”，降到了一个内部管理层次上的

问题。不可避免，记者编辑发稿人都会受到批评，“责令”写出检查写出文字说明。 

新闻媒体对受众，惯用的一个办法还是“拖”。 

能不发更正的尽量不发，以免得为这等“小缺陷”面子上不好看。记得有一年，我所在的编辑

部本应发更正的有十多处。不断有打电话或派人来交涉，要求对一些重要“细节”出毛病的

“失实报道”发更正。先是记者或编辑出面顶，顶不住了部门领导再出面。或气壮如牛，或陪

着笑脸——但我觉得倒挺像阿Q。如果是批评报道出了差错，顶多答应“再发一条”正面的，

消除影响。一句话，就是“私了”，不发更正。终于抗过来了，到年终编辑部领到了“全年无

差错奖”，人人有份，皆大欢喜。 

这不问心有愧？新闻“遍体鳞伤”，一个个伤口上还流着血，但硬撑着，不包扎。过了一段时

间，可能就挺过来了，伤口也就结上“痂”，愈合了。麻烦一过，记者又飘飘然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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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次，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一个科学大会代表。领导接见时，一开始就说

“祝贺大会胜利召开！”一语既出，声音洪亮，大家都感到茫然——大会已开了好几天了，今

天接见结束后，就要在怀仁堂举行闭幕式。边上的人赶忙小声提醒，幸亏领导同志反应敏捷，

他立即说“我刚才得到了一个错误的信息，应该祝大会胜利闭幕，你们这次大会开得很

好。”——大家都轻松地笑了。 

中央领导是即席发言，没用讲稿，口误也是正常的，可以即时更正。我看看手头给记者写稿作

参考的“讲话稿”上，确实写着“大会胜利召开”——问题的实质出在这里。为什么会出现这

样的差错？是会见时间安排上的变动而稿子未变？ 



“闭幕”与“召开”，只有两个字的不同。 

可这类问题，在新闻中常常发生，如果变成报纸上的文字就不同了。如某一条铁路，原定计划

今天修通，记者没去现场，凭有关部门提供的一条现成稿子抢发了消息——时效对新闻来说似

乎永远是第一位的。孰料，仪式因故延迟，发出去的稿子就成了假新闻，成了笑柄。许多盛大

的活动，如国庆招待会春节团拜会等等，记者的大部分精力，都不在采写新闻而在核实出席人

员的大名单上。你不可能认识每一位领导或老同志。一有疏漏，张冠李戴、会闹出许多麻烦

来。 

这些都是小事，有时捅的漏子却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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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问题看似简单，但有的也很复杂。 

举个例子，2001年2月新华社播发了一条消息，称“最新的考古发现表明，举世闻名的万里长

城一直延伸至新疆的罗布泊，其西端不是人们传统认为的甘肃嘉峪关。这样，长城的长度比原

先知道的又多出了500公里。” 

“在甘肃玉门关以西的荒漠上，有一道半为沙砾掩盖的土墙，断续向西连绵至新疆罗布泊北

部。这段土墙，是明显人工修造的。”消息播发后，媒体广泛采用。据说还受到了总编室的通

报表扬，记者也高高兴兴地在新闻业务刊物上发表了谈采写经过的体会——表扬与自我表扬相

结合。 

可不久，一些专家纷纷在《文汇报》、《中国青年报》、《羊城晚报》等报纸上发表了不同意

见，对报道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问题出在哪儿？ 

罗布泊地区发现长城遗址，本来确是条重要的新闻。但这条消息在一些“细节”上经不起推

敲，“漏洞百出”。主要的问题有： 

甘肃嘉峪关是明长城的西端，汉长城的西端从来不在嘉峪关，如玉门关、阳关都在嘉峪关以

西。我翻了翻手边的《长城词典》，上面有明确记载：汉长城的西端在新疆库尔勒的铁门关。

另外，“又多出500多公里”是怎么算出来的？考察时实测过罗布泊这段城墙的长度么？ 

这些问题都使这篇报道的质量大打折扣。 

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争论，因为长城在中国有特殊重要性和象征意义，新华社的消息须准确权

威，不能自由想象发挥，如“人们传统认为”长城的西端在“甘肃的嘉峪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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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移位、嘉峪关是古长城“西端”这一类错误，常常出现在我们的报道中。有些是无

意的疏忽，而有些则是知识上的局限。 

记者在谈自己采写体会的时候，往往说某篇稿件被评上某级好稿，产生多么广泛的影响。好稿

应该是新闻“品质”的标志，这本没有异议。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就是在翻获奖新闻选时，也会常常发现其中的不足。一日翻阅某著名记者

新闻选，其中有一篇报道我国一家钢铁企业当时搞的承包制改革，说这家企业搞了承包后，各



项经济技术指标在国内外都居于领先，可以与世界上先进钢铁企业相比，“纵比横比都不

怕”。新闻不是文学，不能用文学语言。我不禁感慨，想起了杜甫的《戏韦偃为双松图歌》：

“偏袒右肩露双脚，叶里松子僧前落”。 

新闻产品是有质量不同，品质区分的。如人们常说的“精品”“好新闻”等，那么它的对立面

应该是“次品”。“假新闻”则如商业上的假货。就像在商店里买一件衣服，上面掉了两个扣

子，前襟上还有个小洞，你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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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性是新闻作品的生命之树。在新闻理论上有一个说法是“本质的真实”。 

但本质的真实不是否认“细节”的真实。有时一个好的新闻，常常因为细节上的问题，使读者

产生了怀疑，觉得新闻有假，便隐藏了某种“败局”的可能。新闻不是散文或小说——文艺作

品中细节的真实说到底是为了“弄假成真”。而新闻细节上的问题更像一个“容器”上的一个

个小洞，真实的“液体”就有可能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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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数学的概率，“真实”与不真实的排列组合有以下几种：新闻现象真实——本质亦真实；

新闻现象真实——本质不真实；新闻不真实——本质真实；新闻不真实——本质亦不真实。 

这些话听起来有些像“绕口令”。似乎我们更注重事物的本质，更注重“深刻”与“深度”。

其实左绕右绕，新闻理论也因此绕进了一个走不出来的“迷宫”。 

有新闻现象不真实而本质是真实的吗？ 

为什么要把现象与本质割裂开来呢？ 

简单地说，由于采访者的立场、观点不同，或者由于知识认识、采访条件等等的局限，记者的

视角不同，对新闻现象在报道中取舍不同，同一事物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是很正常的。——从

哲学的观点来看，每一个现象都是“本质”的反映，只是有些反映了局部的或部分的本质，而

有些则“折射”出一种普遍的意义。我们不能以偏概全，观其一点而不及其余。 

关于“真实”哲学上的研究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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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是很难完全避免。有种种原因，再常见的细节出错是“一不留神”：匆匆的采访，匆匆的

写稿。一旦发稿，那些隐匿在报纸的各个版面，隐藏在花哨的文字生动的报道后面的细节问

题，就无情地“显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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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是“不在乎”。 

现在是“玩风”大盛的时代，有玩文学、玩股票、玩权术……我不知道有没有玩新闻的？我想

也是有的。如有关“愚人节”的弄假成真的新闻即是一例。 

玩新闻无疑是报道的“病灶”，也是人的素质的下降、文化与科学精神式微的反映。 

 



新闻从业人队伍的急剧扩大，各新闻媒体竞争日趋激烈，用一句俗话来形容——“林子大了什

么样的鸟儿都有”。如果一人每年要见报四五百条新闻，浮躁、迷乱与急功近利在所难免。以

及对于新闻作品“轰动”与“速朽”心存侥幸，这就很易出彩或者出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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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是专业知识的缺乏。 

“据专家介绍……”这是我们在报道中常用的词汇，说明了消息的来源。如果专家的意见大相

径庭，我们如何报道？把各种意见都和盘托出？ 

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分析意见的症结在哪里？这样我们在报道时就可能更科学公正客

观，而不是被人家“误导”。因为我们有可能也是专家。 

记者编辑要对每一个领域、每一个地区都有研究，是不可能的。但结合本职和自己个人的兴

趣，关注几个领域、几个学科，成为学者或专家式的记者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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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本身有时也能成为一则新闻。如《邓小平称赞王崇伦抓豆腐抓得好》等等，就是见面时握

手，说了一句话，写成了一则消息。但这种大抵是可遇而不可求，不说独具慧眼，记者要细心

观察，要有事业和责任心。因为这类消息，你可写可不写，但发现了，写了，就可能是好新

闻。 

稍纵即逝的瞬间你要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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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见大永远是一种巧活，令人回味。有一幅很著名的新闻佳作：西方一位政治家在马不停蹄

的竞选间隙小憩，跷起二郎腿，露出了皮鞋底上的一个大洞。——图片获得了一致好评。 

还有我们的一位领导同志，在会议的间隙取下眼镜用绒布擦拭，闭上了眼睛。一个摄影记者赶

过去抢拍镜头。结果遭到一顿训斥。 

不仅仅是国情不同。虽然只是在短短的一刹那，想表现什么？传达什么样的信息？都是我们始

终要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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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方法上的问题。“模糊”有时是不可缺少的。 

这是新闻写作上的技巧，——这虽然是一件痛苦的事，但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如报道

中的时间上，常常出现“近日”、“不久前”、“最近”；还有说明消息来源时“据了解”、

“从有关方面获悉”；报道军事演习时的“华北某地”、“沿海某地”，等等。 

模糊有时也会是一种真实——灰色的真实。如现在法制报道中经常出现的“犯罪嫌疑人”即是

一例。明明杀人越货，抓获时还得加上不确定的有罪无罪之间的定语。如果被当场击毙，那也

好办，干脆称为“歹徒”——不涉及法律问题，好坏是另一个概念。 

在我们对新闻事件中细节真实性无法确定，而在报道中又实在无法避开时，不妨采用这种“模

糊”的手法。切不可自作聪明，画蛇添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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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细”的本意，还有“精、好”的意思。 

《搜神记》中说：“汝等但买细好纸三百张，笔五管、墨十挺”。《旧唐书·岑文本传》中

有：“睿宗览而大加叹，赐物三百段，细马一匹。”——这不仅是晋唐的古韵古意。新闻中应

该、也可以把细节“处理”得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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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的细节 会员评论[共 5 篇] ╠

好 [luojiang于2004-3-30发表] 

" target="_blank">确实是,新闻的细节很重要,这点笔者深有体会,这是引用一句话:"责任重于泰山"  

[2003zxb于2003-3-22发表] 

有点意思。我下载下来了。 [Arming于2003-3-15发表] 

文章写得不错。 [刚柔并举于2003-3-14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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