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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价值的大小是由新闻事实本身所决定的，然而，恰到好处的新闻背景运用，又会深化

作品的主题，提高它的新闻价值。如何通过新闻背景的运用，最大限度地深化主题，提高新闻

事实的新闻价值呢?笔者仅就这个问题小抒一己之见。  

新闻背景在新闻报道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般来说，新闻背景是指对新闻事件发生的历史、环境与原因所作的说明，它解释事件发

生或人物成长的主客观条件及其实际意义，是为烘托和表达新闻主题服务的。也就是说，新闻

背景大多是早已发生或早已存在的事情，本身并不是新闻，更不是新闻主体，在新闻成分中处

于从属地位。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新闻背景对更完整、更全面、更充分地认识新闻事实的本

质，突出新闻事实的新闻价值，又可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闻背景选择得恰当，运用得

充分，新闻的主题思想就会被挖掘得更深刻，新闻价值就会体现的更充分；反之，新闻事实的

新闻价值就难以得到充分的挖掘和表达。  

  新闻背景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它对充分挖掘新闻事实中的新闻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作

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说明事情发生的具体条件、独特环境，对消息所涉及的一些新概念、新名词和专业术

语进行解释，使读者对新闻事实了解得更全面一些。新闻报道的题材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读者会因各自社会阅历、文化层次及所从事职业的不同，对同一新闻事实产生不同的感

受。这就要求新闻媒体针对特定的作者对象，交待必要的新闻背景，使读者对新闻事实的意

义、有关知识有更全面的了解。比如：北京老山汉墓的挖掘，就新闻事实来说并不复杂，但许

多新闻媒体都用大量篇幅予以报道，其中绝大部分内容都属于新闻背景材料。试想，如果没有

这些背景材料的报道，这些重大新闻事实的宣传能在读者中产生兴趣并收到良好效果吗?  

  二、用反差强烈的背景材料作对比，以突现新闻事实的现实或历史意义，使读者对新闻事

实了解得更深一些。仔细分析一些新闻就会发现，许多稿件的新闻价值，就是通过反差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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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材料衬托出来的。比如《李俊波当汽车连长3年没用过一次私车》、《某团频临官厅水库

30年没发生一起淹亡事故》等稿件，都是因为具有典型的背景材料而构成了新闻。如果换成一

个步兵连长就没多大意思了，因为人们都知道他想用私车也不方便；同样，某团如果驻守在沙

漠，这件事的新闻价值也要大打折扣了。  

  三、选择最能对读者产生影响的新闻背景，使读者离新闻事实更接近一些。接近，是衡量

新闻价值大小的重要因素。绘就人类基因组序列"工作框架图"这件事，如果仅仅报道事情本

身，恐怕因专业性强很难引起大家的兴趣，但如果介绍一些这件事将对人们的健康和生命产生

影响的背景材料，就拉近了新闻事实与读者的心理距离，自然会引起大家的共鸣和关注。  

  四、穿插一些与新闻事实有关的历史故事、传说传奇和科技知识，可以使新闻事实的叙述

和表达更活一些。人物通讯《孙铁锤传奇》在反映人物的主体思想的同时，曾用了一个孙铁锤

打狼的背景故事。这个故事只用了"抓住一只小狼崽，攥着后腿一撕两半"十几个形象生动的字

眼，既淋漓尽致地刻划了人物的典型性格，又使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大大增强了通讯的可读

性。  

灵活运用新闻背景 

  在编稿过程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通讯员因不太注意背景材料的运用，使稿件的新闻价

值难以得到充分的体现。有的不管什么稿子，都将背景材料放在导语与新闻主体之间，第二段

的前半部分成了新闻背景的固定位置；有的认为，新闻背景就是过去的历史，一写背景便将本

单位的简史介绍一遍；还有的一反映单位取得的成绩，就要把过去说得一塌糊涂，以贬低过去

抬高现在；还有的不是根据稿件的表达需要合理布置背景材料，而是将背景材料一口气说完，

然后再说其他内容，这就削弱了主体的表达。  

  新闻背景的运用，没有也不应该有固定的模式。选择哪些东西作背景材料、以什么样的形

式表达，完全取决于新闻主题的需要。这就是说，选择新闻背景，既要与主体有关，又要便于

表达主题。因此，应在服从新闻主题的基础上，不拘一格、灵活机动地选择、布置背景材

料。  

  可隐可显。每一个新闻事实的发生，都有与其相关的新闻背景。没有新闻背景，就构不成

新闻事实。只是这些新闻背景有的是鲜为人知的，有的是众所周知的。对于鲜为人知、与表达

新闻主体关系密切的，我们在稿件中就应尽量交待清楚；对于众所周知的，与表达新闻主体无

关的，就应在稿件中予以简化或省略。在新闻写作时，不必每篇稿件都交待背景；但在新闻背

景的认识上，每一篇稿件都不应忽略这方面的内容。1998年8月新华社发了一篇稿子，题目是

《长江上游仍在砍树》。这篇稿子以1998年全国两江流域特大洪灾为背景，反映了长江上游大

量砍伐原始森林的事实。应该说，稿子反映的是个老问题，但却在当年的中国新闻奖评比中获

得一等奖。我感到这篇稿子能获大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新闻背景极为典型。尽管稿子里

对其新闻背景只字没提，但这个背景是大家都知道的。  

  可聚可散。对于背景材料，既可集中表达，也可分散叙述；既可独立成段，也可灵活穿

插。究竟采取哪种方式表达，要根据新闻事实的表达需要来确定。对于情节简单的新闻事实和

背景材料，可采取相对集中的表达方式；对于情节较为复杂的，可采取分散表达的方式。分散

表达有许多好处：它可以将背景材料与新闻事实融为一体，使文章自然流畅；也可穿插于新闻

事实的各个情节之中，根据各自需要，取得最佳的表达效果；同时也便于背景材料的灵活表

达。  

  可前可后。不同的背景材料在不同稿件中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有的非常重要，必不可

少，缺少它就不足以表达新闻的主题思想；有的只是解释、说明，写了可表达得更清楚，不写

也能讲清新闻事实。背景材料在稿件中处于什么位置，要看背景在稿件中占有的地位。地位重

要时，可居于导语、甚至标题位置。比如《连续40年没发生行政责任事故的某团二连--(眉题)



每月一次的安全形势分析会照开不误(主题)》这篇稿子，就将新闻背景放在了眉题的位置，取

得了较好的表达效果。而对于地位一般的新闻背景，可将其放在导语或主体之后，有的甚至可

将其放在结尾部分。  

  可多可少。每一个新闻事实都有极其丰富的背景材料，但在表达新闻事实时，不可能面面

俱到，只能选择与新闻主体最为贴近、并且鲜为人知的背景材料。因此，背景材料篇幅的多

少，取决于它的"有用"程度，有用的多，就多写一些；有用的少，就少写一些。  

运用新闻背景需要把握的几个问题 

  灵活运用新闻背景，并不是说在交待背景材料时可以随心所欲，而要坚持必要的原则。无

原则的"灵活"，不仅无助于深化稿件的主题思想、突现新闻事件的新闻价值，还可能适得其

反。因此，灵活，应该是原则基础上的灵活；原则，也应是得到灵活运用的原则。我感到，在

运用新闻背景时，至少应注意把握以下几点。  

  紧贴主题，宜近不宜远。新闻背景是为新闻主题服务的。这就决定了新闻背景的选择，必

须紧贴新闻主题。只有紧贴主题，新闻背景才能在新闻作品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离开新闻主题

即使新闻背景再精彩，再有趣，也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一些新闻作品的背景材料选择得不好，

不是它与新闻主体无关，而是与主题贴得不紧，没有把最能表达主题的背景材料写出来。这是

我们选择新闻背景时必须把握的问题。  

  我们编稿时，经常会看到这样一种情况：无论什么稿子，总要写上一段"该部是一个具有

光荣历史的团队，曾参加过著名的××战斗或××战役。"不是说这样的背景材料不能写，而

是要根据稿子主题表达的需要来确定。如果是反映该部利用部队历史开展传统教育内容的稿

子，写上这些东西是可以的；如果写部队装备管理工作，也用这样的背景，就有些背离主题

了。  

  详略得当，宜简不宜繁。背景是新闻主体的从属部分，从篇幅上讲，一般不宜写得过多。

新闻背景介绍得详略，也要与新闻事实的重要程度联系起来考虑。对于新闻价值大的稿子，背

景材料可以交待得详细一些；对于新闻价值相对较小的稿子，背景材料就应写得简单一些。有

些稿子一写到新闻背景，就从头写到尾，这样做，很容易喧宾夺主，将新闻主体淹没在繁琐的

背景材料之中。因此，选择背景材料，应在确保新闻主题实现的基础上进行。当然，随着时代

的进步，人们的求知欲望越来越强烈。当一件新闻事实发生时，人们总是渴望从中获得更多的

信息和知识。在处理这一矛盾时，不少新闻媒体也作了一些探索。比如，有的将背景材料作为

新闻稿件的附件，与新闻稿件一起发表；有的专门设置了刊登背景材料的专栏和专版，将背景

材料分类刊登。这样既确保了新闻事实的主体地位，又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  

  精选细挑，宜新不宜旧。这里所说的"新"、"旧"，不单单是一个时间概念，更主要的是有

没有"新意"。即所选的背景材料是否新鲜，即使是"旧闻"，但只要是不为人知、或鲜为人知

的，就能显出背景材料珍贵。我们用的背景材料，是新闻背景。新闻背景，就应有一些新意。

如果我们选择的背景材料是许多读者都知道、都了解的事，那么它与主体贴得再紧，也是没有

用的。比如，《五连的电视机14年未坏过一次》这篇稿件，显然是以一般家庭的电视机也很难

保证十几年不坏一次作为背景的。但这个背景材料是大家都熟知的，所以稿子里并没刻意去交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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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主题在提炼中深化——获奖通讯《“龙头”舞处产业兴》采写体会 (2003-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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