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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展示”新闻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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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报道新闻的人必须在以下四个方面练就过硬的本领，那就是：

“示事”、“示理”、“示利”、“示美”。这里所说的“示”，即“展示”。①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材《新闻报道与写作》，在谈到报道的时候，曾经对“展

示”和“陈述”这两个概念作过区分。该教材明确指出：“报道新闻应该进行‘展示’而非

‘陈述’。”② 

  “展示”的词源学意义在于：将认知对象展现、显示给人们看。报道者所“展示”的对

象，主要的是新闻事实本身。在“展示”过程中，必须恪守新闻真实性原则，不虚构事实，不

添加情节，不改变事实原貌。因此，报道新闻所要求的“展示”，是符合事实原貌的“展

示”。如果报道者不是在对事实进行符合新闻真实性要求的“展示”，那么，他的作品就不能

叫做新闻。而在文学作品中，创作者对于认知对象的“展示”，是一种可以依据事实也可以不

依据事实、常常凭借想象进行艺术加工的形象化的“展示”。在这一点上，两种“展示”的内

涵是存在着差异的。就此而言，报道新闻只是强调“展示”还是不够的，应该强调对事实进行

符合新闻真实性要求的“展示”。 

  在报道新闻的过程中，对按新闻真实性要求的“展示”事实加以强调，这无疑有其积极意

义。但是，对于新闻报道来说，“‘展示’而非‘陈述’”却是难以做到的。真实地“展示”

新闻事实，其常用的手段之一便是“陈述”。报道者所做的“展示”新闻事实的工作，从本质

上说，也就是将受众无缘见到听到的认知对象用文字、声音或者图像等符号加以还原。在此过

程中，“陈述”是一种常用的、基本的方式。据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格林威治时间2003 年5月4日凌晨2点07分，搭载两名美国宇航员和一名俄罗斯宇航员的俄罗斯

“联盟”号宇宙飞船在哈萨克斯坦北部着陆。这三名宇航员此前已经在国际空间站上工作了5

个多月。这则新闻，真实地“展示”了新闻事实。它得益于用“陈述”的方式对事实进行报

道。报道者对于事实的“陈述”，既可以是客观真实的“陈述”，这时，“陈述”是为“展

示”新闻事实服务的一种具体手段；也可以是非客观真实的“陈述”，这时，它有损于对新闻

事实的真实“展示”。从这个意义上说，“展示”和“陈述”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存在某种同一

性。 

  对于报道者来说，对新闻事实的真实“展示”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展示”。报道者要用

事实说话，要对受众说“请看事实”，关键在于对事实加以真实的“展示”。请看路透社的一

篇题为《他们站在历史新时代的门槛上／各国政要在巴以协议签字仪式上的动情表演》③的报

道： 

  （路透社1993 年9月15日电）今天，当巴以和平协议签字这件令人想都不敢想的事件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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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时，人们流下了热泪，高兴得欢笑，互相祝贺。 

  亨利·基辛格擦去热泪，吉米·卡特的眼睛也湿润了，塞勒斯·万斯喜气洋洋，仿佛新娘

的父亲一样，乔治·布什似乎神情严肃。 

  3000 名来宾穿梭走动，握手致意。其中包括很多曾经为中东和平奔走努力，但最后以失

败告终的人。这个事件也许算得上是华盛顿今年的头等大事了。 

  阿拉法特发言时，拉宾有点坐立不安，把文稿从一个口袋放到另一个口袋，不冷不热地为

他的敌人鼓掌，并且是能不鼓掌就不鼓掌。鼓掌时，他的手放得很低，在皮带以下。 

  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被强行拉去看晚间歌剧的体育迷，而不像是个和平缔造者。 

  他仿佛不愿被人们看见他在鼓掌，因为以色列与巴解组织纷争几十年的痛苦太深了。 

  阿拉法特比较轻松。但是，拉宾发言时，他也只是消极地站在旁边，只是偶尔鼓几下掌。

当阿拉法特伸出手时，克林顿总统用胳膊把拉宾向前推了一下。 

  当拉宾握住阿拉法特的手时，来宾们发出了一声清晰可闻的叹息，终于松了一口气。南草

坪上好长时间都回响着这一叹息。 

  以上这则报道，仅用500来字，就向人们展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巴以和平协议签字仪式的

过程。其中，有着关于人物动作和神情的一系列“陈述”：基辛格擦眼泪，卡特眼睛湿润，万

斯喜气洋洋，布什神情严肃；阿拉法特发言时，拉宾“把文稿从一个口袋放到另一个口袋”

（这一异乎寻常的细小动作可谓极富意味），“鼓掌时，他的手放得很低，在皮带以下”（又

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细小动作）；拉宾发言时，阿拉法特“只是偶尔鼓几下掌”；当阿拉法特伸

出手时，“克林顿总统用胳膊把拉宾向前推了一下”（报道者对细节的“陈述”妙不可言）—

—政要们的所有这些神情、动作都被如实地记录了下来。因为记录了这些神态、动作，并且通

过具有真实感的、具体的“陈述”（有些则是白描）“展示”在读者面前，就使读者分明感觉

到在这样重要的历史时刻，政要们各有自己的心思和表现，从而收到了良好的报道效果，这种

“展示”，具有很强的镜头感。反观我国的一些媒体对此类事件的报道，抽象空洞的概括往往

多于具体的“陈述”，就很难说是在对事实进行“展示”。 

  从以上个案不难看出：“展示”新闻事实，其实也就是在用事实本身说话。在一些新闻作

品中，报道者在“展示”或者“陈述”新闻事实以外基本不说话。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报道者无

话可说或根本不能在新闻报道中说话。实际上，报道者所要说的话，就隐含在对事实的客观

的、真实的报道之中，而且常常是不显山不露水的。善于不善于“展示”事实，善于不善于用

事实本身说话，构成了高明的记者和不高明的记者的主要区别。 

  对于新闻报道来说，“展示”事实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但对事实的“展示”，往往也离不

开对其它一些因素的“展示”。新闻报道在主要“展示”事实的同时，以适当的方式对与此相

关的“利”、“理”、“美”等因素进行“展示”，这样才能相得益彰。 

  所谓“展示”“利”，就是在报道事实的过程中隐含受众的利益点，并揭示出受众从新闻

报道中所能得到的广义上的利益（既包括物质上或精神上有所“得”，又包括物质上或精神上

避免“失”），这在相当一部分新闻报道中，是对“展示”事实的必要延伸。毛泽东曾经说

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

利益而奋斗。”④让受众在新闻报道中看到广义的利，是新闻传媒吸引受众和赢得受众的重要

手段。 

  在信息社会中，报道者要想使新闻产生比较好的传播效果，还必须善于将新闻事实中所蕴



含的道理“示”于人。要用受众乐意接受的方法，揭示所报道的事实中所隐含的道理和所具有

的意义，使得新闻报道不仅以事实服人，而且也以道理服人。曾经有学者提出：“随着信息传

播技术的进步，电子媒体的发展与普及，第一时间的优势显然已经不属于报纸。面对同一重大

 信息源，面对各种形态媒体的竞争，报纸这一最传统的媒体，靠分析信息、解释信息，帮助

读者深刻地认识信息、理解信息，才能体现自己的优势。”⑤其实，对新闻事实进行分析和解

释，是对“展示”新闻事实的另一种延伸；不仅应当是报纸媒介之所为，而且也应当是其它媒

体之所为。通过这样一种延伸，可以揭示事实的现象与本质之间的联系，揭示此新闻事实与彼

新闻事实之间的联系，揭示新闻事实与相关背景之间的联系。这样，受众就不仅可以获取新闻

信息，而且将能对新闻信息的价值的认识提升到理性层面。当然，揭示新闻事实中所隐含的道

理和所具有的意义，应当具有相当的艺术性。 

  所谓“展示”“美”，就是说新闻报道不仅应当向人们提供真实的、有价值的新闻信息，

而且应当尽可能给人们带来一定程度的审美享受。对于正面题材的新闻报道来说，提出这样的

要求一点也不过分；就负面新闻进行报道，也可以写得很有品位，很有情趣，从而使受众增

智、启思，获得阅听快感。当然，新闻报道就其主要职能来说，是为受众提供新闻信息，而不

是提供审美对象，但是，可以把新闻作品写得可读（可看或可听）性强一些，美感的因素多一

些，尽力满足受众的这种合理的要求。而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引起业内人士

的充分重视。 

  在“展示”“美”方面，解放军报社高级记者江永红撰写的通讯《王营长的家庭琐事》

⑥，可以给我们颇多启示。作品的篇幅不长，特全文录下： 

  东海深处一小岛，岛上有个守备营，营长名叫王治平。 

  别看岛小，名气挺大。“云雾满山飘，海水绕海礁”，这首唱遍全国的歌曲《战士第二故

乡》，就诞生在这里。浪打岛儿海上漂，战士的心也有些摇。王营长急了，心不安咋守岛？我

把老婆接来，带个扎根的头。 

  “要我跟你去？那个鬼地方，你买的猪乘船都晕死两头，刮台风把水泥杆都吹断，起大雾

电影都放不到银幕上。”他爱人王晓云是东台市缫丝厂工人，话虽说得硬，心早软了，经不住

他软磨硬缠，跟他上了船。 

  晓云上了岛，失了业，营长忙，一天到晚难照面。她感到寂寞，营长体贴安慰一番，出了

个点子：“当不成工人咱就干‘农民’。”于是乎，她开了几块“巴掌地”，买来一群鹅，缫

丝女变成了牧鹅嫂。 

  你别说，自从晓云上了岛，营里发生了许多微妙变化。嫂子为战士缝补浆洗，唠唠家常，

战士们一年要多打破几个篮球。炮连王指导员好不容易对上象，说好了上岛结婚。可她一上

岛，陪同来的母亲就发了话：“你要不离开在这里，婚算结不成。”张罗了好几天的官兵们傻

了眼。晓云说：“这种事还得我来。”她和母女们唠了一天，神了！大伙终于吃上了喜糖。 

  嫂子有喜了，大家都跟着高兴。不过碰上难产。偏偏刮大风出不了岛，岛上又无妇产科医

生，官兵们急得睡不着，营长母亲吓得直哭。还算侥幸，经过49小时的折磨，女儿平安出生

了。此时，正好响起嘹亮的起床号。大家为孩子取名为“亮亮”。 

  亮亮出世后没奶吃。可怜小亮亮只能喝米汤。“你们不心疼我心疼”，奶奶抱着孙女回了

老家。儿是娘的心头肉，晓云想起女儿便落泪。奶奶只好把亮亮送回来。谁知亮亮只认奶奶不

认娘。奶奶瞒着她走了。亮亮发现奶奶不见了，刚学走路的她居然奇迹般地出了门，哭喊着找

奶奶。王营长却说：“我女儿有特异功能，说走就走。”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晓云说：“一家老小跟你遭了多少罪？”营长一时语塞，眼圈潮

 



了。战士们说：“嫂子，你苦得值得。我们营立了集体一等功，营长立了二等功，成为全军百

名优秀基层干部代表之一，这就是他对你的报答呀！” 

  在上述通讯中，“展示”事实和“展示”美是同时进行的。江永红通过深入采访，发现了

新闻事实中的美的元素，在此基础上，他又用富于美感的报道形式来加以“展示”。生活中的

王晓云，面对困境，深明大义，乐观开朗，善解人意；在两人世界中，王营长既不忘自己军队

干部的责任，又展现了丰富的内心世界；在家庭琐事面前，一家4口人，演绎了一段动人的故

事。记者在陈述故事的过程中，王营长和妻子王晓云的达观和幽默，言谈举止间所透出的人情

美，被“展示”得淋漓尽致。人物语言（如王晓云的“那个鬼地方，你买的猪乘船都晕死两

头”，“起大雾电影都放不到银幕上”，王营长的“我女儿有特异功能，说走就走”），富于

生活情趣；叙述语言例如“缫丝女变成了牧鹅嫂”，“营长一时语塞，眼圈潮了”，也都显得

颇为形象和传神。 

  这一个案告诉我们，新闻报道在“展示”事实的过程中，是完全可以同时做到“展示”美

的。 

  （作者是南京大学新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①丁柏铨：《新闻要“示美”———序邓利平著〈审美视野中的新闻传播〉》，新华出版

社2002 年12月出版。 

  ②转引自李希光：《重塑新闻文风》，《新闻三昧》2003 年第4期。 

  ③见1993 年9月15日《参考消息》。 

  ④见《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1 页，人民出版社

1960 年9月出版。 

  ⑤黄芝晓：《新闻需要解释———伊拉克战争报道第一天报纸版面分析》，《新闻记者》

2003 年第5期。 

  ⑥见《兵戎走笔———江永红新闻作品选》第63—64页，新华出版社1998 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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