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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现代报纸的沿革是不断寻求对读者阅读方便、节约精

力、醒目、有吸引力的方向改进，不断寻求和发掘读者的需要与兴趣而改进。"这些话今天读

来依然不无教益。应该说，今天的报纸新闻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在发展变革。已经有众多报纸新

闻更加醒目抓人，更加满足着读者的不同需求，更加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这是信息社会发展

的需要和趋势。但还有不少报纸的新闻依然显得陈旧、老套、生硬和缺乏吸引力，亟待我们去

改进，用创新的思维把我们报纸中已经落伍的东西减到最少。 

  一、让视角再独特些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视角决定着新闻的生命，消息的角度决定着消息的成败。所以说，

如何让消息的视角独特些、再独特些，这的确是记者们孜孜追求的一种境界。相比之下，一些

国外的通讯社对记者们的探索可能更宽容些。有一条报道美国前国务卿的消息是这样写

的："今天，在参观北京自然博物馆的时候，亨利·基辛格把他的三副面孔表演得淋漓尽致，

这使周围的人大为开心。"  

  接下来，说基辛格在博物馆里看出土的古墓文物，解说员告诉他，"在中国古代，有的妇

女可以有一个以上的丈夫。  

  '一个妻子有几个丈夫吗？'基辛格瞧着妻子说，'我们可不喜欢那个时候！'  

  基辛格夫人大笑起来。"  

  基辛格参观时，当时的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给他看一张照片，是布什拍的基

辛格和毛泽东在一起的照片，因为照片拍得发黑，当布什说其中有个人就是基辛格时，消息写

道："'不，'基辛格说，'那不是我，是我的兄弟。'"  

  通过以上几段，一个风趣、诙谐的国务卿活脱脱就呈现在读者的眼前。像这样的时政新闻

我们习惯是严肃拘谨的，或者是例行公事的，来不得半点随意，可这条消息却抛开了常见的礼

节和拘谨，大量的两国领导人的对话都放弃了，专门捕捉了参观活动中的玩笑，来展示人物的

性格。  

  关起门来再说我们自己。我们每天上手的新闻很多，写来写去，就觉得工作方面的、人物

方面的、事件方面的大多有雷同之感。版面上大多是正常工作的新闻，特别是在一个总的精神

或思想指导下，全国、全军的步调基本一致，内容基本同步，这时候抓新闻，视角就显得尤为

突出和重要。看谁能出奇不意，看谁能独辟蹊径，这就分出优劣高下了。比如，各部队在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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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发展和信息化建设的总要求下开展工作，我们要找新闻的视角，这就是主题，离开这个主题

不行；全军都在行动，一般地讲如何落实也不行，那么是不是只有那些行动快、见效快的才可

以报？其实，在落实中碰到的难题和矛盾可以报，解决这些难题和矛盾的办法可以报，落实中

的最新探索和实践也可以报，此外，从跨越式发展和信息化建设与传统和现行的思想观念以及

编制体制的冲突，跨越式发展和信息化建设对部队建设产生的冲击和震动等重要视角都可以派

生出源源不断的新闻题目。只要用心思考，只要深入调查，独特的新鲜视角自然就会迎面而

来。  

  二、让结构再变化些  

  我们知道，消息的基本结构或常用结构形式是"倒金字塔"结构，就是把最吸引人的、最重

要的资讯往前放。笔者称这种结构为"万岁结构"，因为这种结构符合新闻传播的内在规律，因

此它最常见、最长久。后来从西方开始对消息的结构进行创新改革，相继出现了悬念结构、时

顺结构、交叉结构、跳跃结构等等，这些新颖的消息结构在国内也逐渐流行起来。应该说，从

一种结构形式的独统天下到多种结构形式的同处并存，这是值得嘉许的创新和进步，是媒体竞

争的需要，是读者愿望提升的需要，也是新闻从业人员不满足现状力求突破的需要。  

  其实，消息的结构形式绝不仅仅只有前人总结的那几种，消息的结构完全可以根据新闻事

实的变化而变化无穷，正如地面上的高楼，拥有多少数量就可以拥有多少样式。即使在一种大

而稳定的结构里面，也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一些为增强效果的局部创新、局部调整，这叫尽可能

大变，不能大变则小变，总之不能不变，要在求变中图发展。  

  请看这条消息导语结构的变化：  

  美联社1966年3月14日的一条消息导语是这样写的："暴风雨、飓风、雾和水灾仍然会给航

海的人带来突然的危险。"完了。这样一个几乎没有"五个W"的导语，排列了一些自然灾难，然

后告诉人们仍然会给航海带来突然的危险，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地点，应该说这样写是很大胆

的。但是，消息在接下来的一段中做了较完美的补充："根据这里的美国商船协会的统计，在

过去5年里---1961年到1965年---整整有190艘5000吨以上的船只损失掉。损失的总吨数是165

万7332吨。"看看，交代得多么具体详细，所需元素，一应俱全。开始似乎是不着边际，后来

才和盘托出，整体一看，前后呼应，浓淡有致，这样结构的消息可谓别出心裁。  

  其实我们国内报纸上也不乏精彩的消息，只是为开阔眼界，举较典型的例子以说明，消息

的结构是可以异彩纷呈、变化无常的。  

  三、让表述再别致些  

  消息的表述提倡明快简洁，但读者挑剔的需求和胃口又要求我们把话说得更中听、更耐

看。尽管新闻是"易碎品"，对上好的"易碎品"，不仅让人爱不释手，即使已经"碎"了也会让人

怀念。所以，在消息的表述上下功夫是消息创新的又一个突破口。  

  给"白开水"加点"盐"。平淡的语言加上平淡的结构，再好的消息也会大打折扣。把消息写

成产品的解说词一般，确实是倒胃口。所以出色的表述讲究的是有滋有味。比如我们写一条科

研成果的消息，这是最常见也最简单的消息，多数都是简要写清楚是什么成果、价值和意义有

多大就完事，最容易写成索然无味的说明文。  

  1983年海军医学研究所研制成功一种海上急救用的纸质手术衣，报道这件事用一条简讯足

以交代得过去，但记者给这碗平淡的"白开水"加了点"盐"，消息就有味道多了。消息开头这样

写道："谁也不能不感到惊奇：外科医生进行手术时穿的手术衣，用的手术单、手术巾等，竟

全是用纸做的。"接着，记者用现场的3小时观察所得，证明这种纸质手术巾在水龙头下搓揉，

用劲拉，纸发出"嘣嘣"的清脆声响，但没有一点损坏。又把它的好处、作用、意义一一交代。



这样，一条干巴巴的科技成果消息就写得有看头多了。  

  让"房间"不断变化"布局"。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每过一段时间，房间的布局根据情形不

断变化，我们就不断能获得新鲜的感觉，我们也就更知道哪个物件家什最是实用和离不开，而

哪件东西是基本上用不着，放在哪里都碍眼和不着调，于是我们慢慢觉得要淘汰这件东西了。

写消息也是这样，我们要不断变化它们之间的关系和顺序，变化介绍它们时的方式、口吻和语

气，以期达到同样的事实，写出来让人读着就觉得新鲜、有意思。  

  不拘一格谴词造句。老道的记者都知道，随便表述一件什么事情，我们除了要用最简洁、

准确的语言外，额外的要求就是尽量不说老话、套话，不说人人都可能这样说的话。而要把话

说得与众不同，让人读着有味道。达到这个标准的途径就是一句话：不拘一格地谴词造句。当

然，这不是说把消息写得花里胡哨，而是提倡给常用词语安装一个"变量"。这一点，许多记者

都该有自己的切身体会，当我们试图想独创一种词语结构来表达常见的事物时，我们往往会获

得意外的成功，不仅与众不同，而且很可能因为你的创造丰富了语汇，成为人们再表述这一事

物时的时髦用语。  

  四、让事实再清新些  

  新闻必须有事实。不管是写事件的消息、写人物的消息、写工作的消息，还是写经验的消

息，概莫能外。为什么要列这个题目？就是因为我们有许多的消息在交代事实的时候太模糊、

太笼统、太不清爽了。在回顾和翻看被认可的消息时我们不难发现，那些被辑入书中，那些获

得各种奖项，那些被称作范文的消息，几乎全是具体事实的报道。  

  没有能构成新闻的事实绝不能写消息。消息应该占领报纸的大部分版面，这样才能保证该

报有足够的信息容量，也才能保证读者对该报有持续的兴趣。我们的报纸通讯偏多而消息偏少

已经成为老大难问题了。为什么消息的"产量"上不来？除了功利的原因外（以文字的长短论成

败），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消息难写。现在常常是这样，把话说罗嗦了容易，说简单了反

倒难。尤其是在写经验消息时，缺少底气十足的事实，没有本身能构成新闻的事实，我们宁可

放弃。否则，那种强拉硬拽、滥竽充数的新闻，只能证明自己的无能和蹩脚。  

  如果我们非写经验消息不可，那唯一的办法就是一定要挖掘到具体的事实，在消息中把事

实作为重心而不是把观点和所谓思想作为重心，严格按照新闻规律写作，要让事实出来说话，

注意多应用事实中的细节来体现观点，切不可简单地拉个把事例为观点当陪衬。政治教育的消

息应该属于比较难写的，比如有个单位爱国主义教育搞得好，要写一条新闻，我们习惯会写这

个单位是怎么重视爱国主义教育的，具体采取了些什么办法，达到了什么效果，但这样写就是

典型的经验消息，肯定写不好。如果到现场去感受一下，把看到的主要事实用见闻的形式写出

来，不就清新多了。  

  五、让节奏再明快些  

  消息的节奏犹如一首悦耳歌曲的旋律，它必须有内在的起伏和连贯，必须有外在的变化和

韵律，不能像唱诗班唱诗那样缺少层次感，也不能像交响乐的演奏那样尽情挥洒。而如一首小

夜曲，一段打击乐，或一支动人的歌，尽管短小，但却令人回味，尽管只有片刻，却能给人以

震撼和感染。这就是消息节奏的魅力。  

  是的，节奏能给人以美感，有了美感的东西才能增强穿透力和影响力。所以我们说，新闻

消息的成功与否，除题材的重要性外，写作中表述的高下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就如同同样一件

事情让两个不同的人去叙述，一个可能讲得让人昏昏欲睡，另外一个则讲得让人兴趣盎然。后

者一定懂得运用节奏的技巧，把各种修辞手段调动起来，增加"可听性"。  

  新闻消息一定要有节奏感。节奏是指音乐旋律中音符长短、高低、强弱有组织的变化。节

 



奏有急有缓，有快有慢，有浓有淡，有疏有密。作为新闻中的消息，在运用节奏时，应该把握

的是，消息适宜用明快的节奏，而不宜用铺排、冗长、舒缓的节奏。快捷的、紧凑的、有速度

感的节奏最好在消息中尽情去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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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读者眼睛一亮——关于消息的创新 会员评论[共 2 篇] ╠

抓住了好的新闻素材，更要有好的厨师，才能做得更好。否则，咋没见有生吃熊掌，却连称是美味

的？？？ [wht2004于2003-12-7发表] 

内容才是最重要的！ [lc1112于2003-9-27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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