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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好的新闻作品，除应具备深刻的主题思想、典型的新闻事实外，还应具备完美的表达形

式，比如：体裁的选择、结构的安排、表现手法的采用等等。其中新闻语言运用得如何，在新

闻表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闻语言是指与文学语言、外交语言、科学语言等行业语言相区别的，专门用于表达新闻事实

的特殊语言。它既有普通语言的共性，又有新闻语言自身的个性。因此，运用新闻语言表达新

闻事实，既要尊重一般语言表达的基本原则，也要符合新闻语言表达的特殊规律，使其在新闻

事实的表述中达到共性与个性的完美统一。 

摆脱新闻语言的俗套 

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些说法：比如，评价连队政治教育课的质量时，常常会听

到“这个指导员讲课，像念报纸一样，没有一点意思”；评价某位领导讲话，会听到“某领导

讲的全是报纸上的话，没有一点新意”等等。这些议论当然有失偏颇，但也反映出群众对我们

的新闻语言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 

翻翻报纸就会发现，我们的报纸的确常常被一些“老掉牙”的“新闻腔”充斥着。比如，“通

过教育，大家普遍感到怎样怎样”；“某某做法，受到官兵的交口称赞”；“与会人员纷纷表

示，要如何如何”；“许多同志感慨地说……”等等。这些“套话”既难以反映新闻事实的本

来面目，也难以表达新闻事实的典型特征，当然就更谈不上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了。 

“新闻腔”得以泛滥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从我们新闻从业人员自身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的因素： 

首先对“新闻语言”这一特殊概念的认识比较模糊。有的对新闻语言抱有成见，认为新闻语言

就是“政治语言”，就是大话空话；有的认为，新闻语言主要是传达新闻事实，不必要也不可

能像文学语言那样注意遣词造句、文法修辞；有的感到，新闻主要是快，只要把新闻事实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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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就行了，语言拙一点、粗一点没关系；还有的不顾新闻语言的基本要求，运用上存在着较大

的随意性，有的甚至把新闻语言等同于“大白话”，使一些新闻事实的叙述松懈呆板、枯燥乏

味。 

不可否认，这些认识包含着对新闻写作要求的一些正确理解，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片面性。新闻

语言是“政治语言”没有错，但讲“政治语言”不是喊“政治口号”，不是讲大话空话；而应

通过新闻语言的表达艺术，把鲜明的党性原则体现在新闻宣传中，以增强新闻工作的吸引力、

感召力和说服力。否则，你的大话空话再正确，没人听，照样难以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 

传达新闻事实，是新闻语言的基本任务。新闻语言运用得不好，新闻事实的传达就会受到影

响，有时甚至会因语言运用不当，使读者产生歧意，甚至传达出错误的新闻信息。报纸、广播

作为大众传媒，担负着弘扬祖国语言文化的重任，任何降低对新闻语言要求的做法，都有辱一

位新闻工作者的基本使命。在新闻工作中，对新闻写作的要求与对新闻语言的要求是一致的。

新闻要快，但不能因此就降低对新闻语言的要求。 

其次是语言表达的基本功欠缺。语言表达能力，是一位新闻工作者的基本素质。再好的主题思

想、再典型的新闻事实，都要借助新闻语言来表达。一些作者摆脱不了“新闻腔”的束缚，说

到底还是语言表达的基本功欠缺。这里的“欠缺”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不注意积累，语言贫乏。新闻写作忌讳堆砌华丽词藻的做法，但这并不是说语言积累不重

要。有些记者、新闻干事从事新闻写作时，总感到自己的词儿不多，不能很好地表达心里想要

表达的内容。即使写出来，也觉得语言平淡、索然无味，这主要是词汇贫乏的原因。词汇是语

言的基本材料。只有掌握大量的词汇，才能把事物准确、鲜明、生动地描绘出来。没有丰富的

语言积累，就很难摆脱“新闻腔”的束缚，写起来也难免捉襟见肘、力不从心。 

二是对语法、修辞知识掌握得不够。要使自己的新闻语言准确无误，必须学习基本的语法知

识。新闻作品中出现的的失实现象，有些并不是作者对新闻事实没有正确的认识，而是由于犯

了语法错误才在新闻表达中产生了失误。另一方面，也要重视修辞知识的学习。新闻语言要达

到生动活泼的要求，必然要学习一定的修辞知识。这样我们就可以将新闻事实叙述得更清楚，

思想感情表达得更真切，新闻语言运用得更生动。我们经常看到的有两种现象：一种是语法基

础知识掌握得不够，常常出现成份残缺、主谓搭配不当等问题，造成病句或改变本意；另一种

是懂得一些基本常识，但对一些合理的成份省略、词序调配掌握不好，以致句句都有主谓宾，

各种成份的前后顺序也一成不变，语言没有变化，就更谈不上自己的语言特色了。 

三是采访作风不够扎实。观察是新闻写作的基础，丰富多彩的客观世界，是新闻写作的唯一源

泉。只有认真地观察生活，仔细地体验生活，才可能写出独具特色的新闻语言。我们笔下的新

闻人物，之所以千人一面，很重要的恐怕是我们的主观色彩多了一些。采访时，但靠一本“故

事集”，但靠在招待所里泡，但靠几个作者反复研究，就想写出视角独特、性格鲜明的新闻人

物是很难的，必须认真观察，仔细体会。许多富有特色、表现力较强的新闻语言，不是出自我

们的想象，而是来源于我们的观察。比如我们在写人物语言时，总要从人物自身的生活出发，

研究人物的语言，寻找人物选用词语或句式的特点。这样，我们笔下的新闻语言，才会千姿百

态，各具特色。 

能动地反映新闻事实 

客观反映新闻事实，只是对新闻语言的基本要求。要使新闻语言更好地为新闻事实服务，还要

认真研究新闻语言的特点和表达规律，使其能动地反映新闻事实。这就是说，不仅要写出新闻

事实的本来面目和状态，还要写出作者对新闻事实的认识、情感和感觉。这里，笔者结合自己

近年来的新闻采编实践，谈一些运用新闻语言能动反映新闻事实的浅显体会。 

①借助共众形象，使抽象人物具体化。前些年，我曾写过一篇反映战士早恋问题的调查。在分



析早恋原因时发现，有些战士自身条件并不差，急着早恋是担心晚了后只能找别人找剩下的。

在描写这位战士相貌时，我很费了一番脑筋。因为这部分内容在稿件中占的比例很小，篇幅不

可能太长；按惯例，要写出这位战士的相貌特征，用太短篇幅又很难讲清。如何解决这一矛

盾？最后我想起采访时战友们对他相貌作的一句概括：“他长得有点像刘德华！”我突然感

到，用这句话概括，既简炼，又能给读者一个印象，不是很好吗！于是这样写到：“战

士???，大家说他长得有点像刘德华。”这样表达，既简炼，又能给读者留下一个具体的印

象。  

②借助与读者息息相关的事物，拉近读者与新闻事实的距离。一篇反映官兵保护潮河水资源的

稿子中，有段介绍潮河水与首都人民关系的内容，说北京人饮用水中有三分之二来自潮河水。

这样表达也很清楚，但我们总觉着说得还不够劲。经过仔细琢磨，最后我们用了这样一句话：

“北京人每喝3杯水，就有两杯来自潮河。”对于北京读者来讲，这样说可能更能调动读者的

情感，增强读者的阅读兴趣。 

③借助读者的想象力，传递更多的新闻信息。作者向读者传递新闻信息的主要工具是新闻语

言，读者接受新闻信息的渠道却并不全是新闻语言，还要靠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因此，我们在

传递新闻信息时，要重视利用读者的想象力，增强表达效果。 

有一段时间，基层战士购买使用拉力器、握力棒等健身器材的现象较为普遍，但由于缺少科学

指导，也出现了一些误伤战友、自身肌肉不平衡的问题。我在采写反映这一问题的稿件时，难

免要交待一下部队拥有健身器材的状况。常用的办法是：作一个调查，得出一个具体的数字。

但这种写法用得较多，缺少新意，也显得枯燥。后来，我还是借助自己采访时的一个细节作了

描述。 

在一个连队采访时，指导员将我带到他和连长的宿舍。一进门，我就看见连长、指导员的床头

都挂着一个拉力器，当时我就想到连队拥有健身器材的现象肯定较为普遍。人们对同一事物的

感受，大体上是相同的。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相信读者看到后也会有类似

的感受。于是，在表达这一内容时，我只用了这么一句话：“连长、指导员的床头，各挂着一

个拉力器。”尽管没有直接表达所要传递的信息，但绝大多数读者通过自己的联想完全可以接

受到。这样既节省了笔墨，也增强了新闻事实的可信度。 

④借助司空见惯的东西，使读者对陌生的新闻事实能“一见如故”。比如描写一棵树的高度，

可以说“这棵树有20多米高”，也可以说“这棵树有五层楼那么高”。后一种表达方式给读者

留下的印象，比前一种可能要强烈些。 

⑤借助读者的阅读习惯，使新闻事实的叙述简单明了。读者接受新闻信息，不同于读文学作

品，也不同于背英语单词，有一定的随意性、休闲性。读者接受新闻，大多是能接受多少接受

多少，很少刻意去了解，也很少反复咀嚼、来回品味。我们写作时，也要注意读者的这些阅读

习惯，将新闻事实表达得通俗些。这就要求我们的新闻语言尽量多用具体、确切的词语，少用

笼统含混、概括性的语言。一个单句最好只表达一个意思，不要让一个句子承载过多的含义。 

⑥借助反常语序，展示复杂心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当人的情绪

变化出现异常时，话语也常常会语无伦次。这种讲话状态，恰恰是人们情绪波动的一种外在反

映。我们从事新闻写作，要善于捕捉这些语序的反常特点，以表达某种特殊情感。比如：

“你，你，你怎么知道我来了？”结结巴巴的语言，恰恰反映出说话者吃惊的心情。 

⑦借助标点符号，表达特殊情感。标点符号是辅助文字记录语言的符号，是书面语的有机组成

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讲，标点符号也是一种语言，可以在语句中表示停顿、语气以及词语的性

质和作用。用好了，能够起到文字难以表达的效果。比如：“这，就是一位共产党人的高尚情

怀！”与“这就是一位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怀。”相比，表达效果上显然有着明显的区别。 

 



⑧借助个性语言，展示人物的性格特点。世界上不会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任何人都会因性

别、年龄、职业、文化、方言、性格和经历等方面的差异，具有不同语言风格。男人与女人、

年纪大的与年轻的、知识分子与农民、山东人与湖南人、矜持的与开朗的在语言表达上，都会

有各自的不同特点。我们在刻画人物性格时，要注意发现这些差异，以突出人物的个性特点。 

⑨借助五官感知，增强新闻事件的现场感。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感性认识，是通过目视、耳闻、

鼻嗅、口尝及身体的感觉得来的。表达新闻事实也是如此，有时需要一些文字技巧，有时只要

将自身的感知传递给读者就可以了。尤其对一些现场感较强的新闻事实来说，只要充分调动作

者的五官感知，并将其完整地记录下来，再现现场场景，就可给读者以强烈的现场感。 

⑩借助典型细节，反映事物的局部特点。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是由许多细节构成的。每一

细节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事物的局部特点。抓住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细节去叙述，往往能取得

事半功倍的表达效果。比如：一篇反映煤矿爆炸的稿件，就抓住了这样一个细节：“几厘米厚

的钢板井盖，一下子被掀出十几米远。”尽管只作了一个细节描写，但爆炸所产生的威力，一

下子就显现了出来。 

使新闻语言能动反映新闻事实的技巧还很多，这里难以一一列举。需要指出的是，每一种表达

方式，都有其特定的语言环境。同样一种表达方式，在这一语言环境里很恰当，到了另一个语

言环境里就可能会犯忌。采用哪一种方式合适，主要看哪一种更适合新闻事实的叙述、新闻主

题的表达。在新闻写作中，我们要努力把握好这些问题，切忌东施效颦、生搬硬套。 

选择新闻语言应注意把握的几个问题 

    

    无论哪一种行业语言，都有自身的表达规律。新闻语言也是如此。我们在从事新闻写作

时，要注意尊重新闻语言表达的特殊规律，充分发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使新闻语言更好地为

新闻事实的表达服务。在这一方面，我感到应注意把握好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要坚持为表达新闻事实服务。 

新闻写作中的许多要求，有联系，也有矛盾。比如：新闻写作既要求表达准确，又要求语言简

炼。要表达一个准确的意思，对内涵简单的句子，可以做到既简炼又准确；但对一个内涵丰富

的句子，有时必须借助一定的限制词、修饰语来表达，这样就难以达到简炼的要求。再比如，

具体的语言能使文章显得形象、生动，模糊性的语言能使表达更为准确，如何将二者统一起

来，又是一个矛盾。其它如详细与概括、长句与短句等等都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 

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很关键的就是要搞清新闻语言的目的。新闻语言的要求，本身并不是目

的。不是说，语言简炼了、具体了、明确了、生动了，就达到目的了。而是要看它对表达新闻

事实的“服务质量”，看是不是通过这些要求，更好地表达了新闻事实。我们之所以总结出这

些要求，是因为这些要求，从某些方面有利于新闻事实的表达。也只有掌握了这些要求，才能

使新闻语言更好地为表达新闻事实服务。因此，在新闻写作中，必须坚持新闻语言为表达新闻

事实服务这一根本目的。做到了这一点，才可能处理好新闻语言各种要求之间的矛盾关系，懂

得在实践中如何遵循这些要求。 

第二，要突出新闻语言的特殊要求。 

与其它行业语言一样，新闻语言有着自身的特殊要求。这就是：准确、具体和生动。 

新闻语言要达到准确的要求，必须认真锤炼语言，力争选出最有表达性的“唯一”的词。要结

合文章的内容去锤炼语言，切不可将其简单地看成一般的文字技巧。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表

现新闻事实及其主题思想，增强作品的表现力。在词义准确的基础上，还要注意词语的感情色

彩。比如，前些年出现的“下岗”一词，本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难以避免的一种社会产物，



但也毕竟是许多下岗工人所不愿面对的社会现象。有些媒体频繁借用该词表达被淘汰的事物，

忽视了该词的感情色彩，这很容易给一部分读者带来不快。 

新闻是用事实说话的。在编稿过程中，我们看到一些稿件经常被许多抽象的概念性语言、空泛

的议论性语言充斥着，违反了稿件写作的具体性要求，削弱了稿件的说服力。这里有对新闻写

作要求掌握得不够好的原因，也有稿件写作的认识问题。有些作者在稿件中所表达的新闻主

题，不是直接来源于生活，而是坐在办公室里苦思冥想“憋”出来的。想好了一个主题，再到

下边找例子。这样即使主题思想再好，也很难找到典型的例子。新闻事实不典型，就只好用一

些笼统、空洞的语言玩“文字游戏”。还有些作者，采访时不深入了解，写作时靠“想当

然”，写出的东西往往是主观色彩很浓，当然就难以具体。 

新闻语言要达到生动的要求，就要像对待新闻本身一样，尽力突出新闻语言的“新”意，注意

多选一些个性化的语言。历史总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不同时代的语言都有不同的时代特点，

这就要求我们注意捕捉那些时代气息浓厚的语言，增强语言的时代感。同时，我们反映的新闻

事实是千姿百态的，人们对新闻事实的认识也是多种多样的。只要能把这些具有个性化的东西

表达出来，我们的新闻语言自然会体现出自己的特点。 

第三，语言风格要针对特定的读者群。 

不同新闻媒体都有自己特定的读者群。我们选择新闻语言，应注意针对不同媒体所面对的读者

群。党委机关报、行业报、都市报、地方报，由于面对的读者群不同，所体现出的语言风格也

应有所不同。比如党委机关报面临的读者群，大多是党员、机关工作人员，语言应体现庄重、

严谨的风格；行业报面对的是某一行业的从业人员，语言的专业性可强一些；都市报面对的大

多是普通百姓，语言应平实、活泼一些，应多一些“家常话”；地方报面对的是某一特定地域

的读者，语言风格上可多体现一些地域特点。作为军区、军兵种报纸，面对的大多是基层的青

年战士，在语言风格上既应体现基层的特点，也应体现青年、军人的特点，语言应尽量保持通

俗、简洁、干脆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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