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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一则消息，导语的设计十分重要。其作用不仅在于对主体内容的提炼，而且还在于提高新闻

的整体效应。 

何谓导语？“导语就是以凝炼的文句提示新闻要旨，吸引受众阅读新闻开头第一段或第一句

话”（《当代新闻文体写作》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辞海》（修订版）又指出：导语为

“新闻工作术语，在一篇较长的报道开头，用简洁的话介绍主要的内容，提示它的主题思想，

以便引导读者进一步阅读全篇”。从受众心理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导语的作用起码有以下几

点： 

一、引发受众兴趣和注意力 

消息的开头如何，与其整体的关系非常大，它直接影响到受众的阅读兴趣、情绪和所处状态。

记者如果在撰写消息时精心设计好导语，新闻就会像磁铁一样紧紧吸引住受众，使之产生浓厚

的兴趣和高度的注意力。《泰国北碧村发生“蛙战”》是一则曾引起广大受众普遍兴趣的消

息。它的导语是这样写的“在泰国南部博他伦府博他伦县北碧村的一块田野里，前不久发生一

起有数千只青蛙参加，历时一个多小时的‘蛙战’。”这简短的导语激发了受众揭启“蛙战内

幕”的企盼，而产生急于往下看的浓厚兴趣。如此，可以看出导语在受众中的重要位置。 

二、调动受众思维的积极性 

消息的导语如能通过适当的引导，激发受众积极思考，新闻的效应也能真正发挥出来。那么，

怎样调动受众的思维积极性呢？众所周知，有引导就会产生思索，有思索就会产生求知的欲

望。因此，导语通过巧设疑问，能起到开启受众思维的积极作用。例如，《人民日报》刊登的

一则消息开头“长江究竟有多长？源头在哪里？经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组织查勘的结果：……

在唐古拉山脉主峰拉丹冬雪山南侧的沱沱河，全长不止5800公里……”。这则消息“开头见

问”，提出了人们普遍想知道的知识性问题，因而赢得了受众。 

三、从受众关心的问题入手 

每一时期、每一阶段，都有受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而这些热难点问题，正是新闻媒介所

要关注的焦点。如果记者能从解决问题入手，撰写好导语，这对受众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

《人民日报》的另一则消息《马鞍山减速机厂工程师金铭新无端受排斥  工人上书为知识分子

说公道话》就是针对群众关注的难点问题进行报道，请看其导语：“最近，中共安徽省马鞍山

市委认真处理工人来信中反映的问题，对排斥知识分子的减速厂党支部书记裴吉宏就地免职调

离该厂……。”记者心里装着受众，撰写的稿件，找准典型之“矢”，射问题之“的”，其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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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击中了要害。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导语在消息中不仅有提示新闻内容的作用，还有利于激发受众兴趣和

调动思维积极性，犹如一把开启受众的“金钥匙”。那么，记者编辑怎样恰当地设计和撰写导

语呢？笔者认为： 

一、要精，有概括性。导语只是新闻的提要，并不是消息的全部内容。因此，导语要切中消息

的重点，语言要精炼、概括，不能拖泥带水，不能泛泛而淡。那种占用长幅和时间，交待新闻

背景和随意发挥的做法，都是不应该的。如果说标题是新闻消息的“眼睛”，那么导语就是面

向受众的“窗口”。记者要抓住新闻中心，以简洁的语言撰写导语。 

二、启发，吸引受众。不管是受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还是社会上存在的难点问题，作为新闻工

作者都有责任引导受众正视这些问题。因此，报道的新闻，导语设计应有针对性和启发性。

“针对性”是指导语的内容要正视问题, 不要回避矛盾；“启发性”是指导语要善于引发受众

思考，有启示作用。 

三、要活，不拘一格。导语不仅要概括新闻的内容，还要紧紧扣住受众。这就需要记者在尊重

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前提下，讲究灵活多样的报道方式，导语也不例外。实际操作中，可

以变换一个视角，找准导语的切入点；从受众心理需求入手，适当运用对比、比喻、拟人等修

辞手法，烘托气氛。有人提出导语散文化，就是这个道理。总之，只要我们从受众出发，切实

改进新闻报道的方式，消息的导语不仅可以采用叙述的方法，也可以用抒情、描写、议论等方

法。 

（作者单位：广东省饶平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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