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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作为与通讯、评论并举的新闻报道三大体裁之一，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对信息需求

的增多，不但并没有势微和减弱，反而又显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在进入“厚报时代”、“读

图时代”、“读题时代”的报业竞争的今天，哪家报纸拥有了最新、最快、最全的消息报道，

从一定程度上也就赢得了读者，而赢得了读者，也就意味着将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作为消息重要组成部分的标题，宛如人的双目一般，看一个人是否有精神、有朝气和活力，他

的眼睛是最能体现出来的。同样道理，一则消息报道是否能吸引读者，引起读者的注意，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标题制作的成败。标题制作得法、得当，就可以在瞬间“抓住”读者的眼

球，引起读者的兴趣，从而吸引着他们进一步往下阅读；相反，标题制作得失败，轻者无法引

起读者的注意，使得记者、通讯员辛苦采写的消息稿湮没于大量的稿件之中，被读者一翻而

过，使整个消息的价值无从体现；更严重的，若是标题制作得不到位，面目可憎，或是漏洞、

错误百出，不但会给整篇消息带来损害，还会使读者无心阅读甚至产生厌恶心理，进而影响到

对整份报纸的正确评价。所以，报刊编辑人员以及从事消息写作的记者、通讯员等人士，应该

在标题的提炼制作上下一番功夫，从这一看似细微，实则事关全局之处，好好琢磨，练好基本

功，而不仅仅关注于抓头条、抢时效、报独家。实际上，标题的制作更显出作者或编辑人员的

功力和水平，显出一份报刊品位与层次的高下，这不能不引起从事于相关工作的人士的重视。 

那么，消息标题的编辑与制作都需要遵循哪些原则和方法呢？ 

一、标题必须题文一致，这是最起码和最基本的要求。制作、写作标题，必须要顾及消息的内

容，包括标题的判断要在消息中找到充分的依据。绝不能出现题文不符、题不对文，二者完全

脱节的情况。不难设想，如果读者拿到一份报道，被题目吸引产生阅读兴趣，结果读完整篇文

章也未发现内容与题目有多大的关系，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恐怕除了一种被愚弄、被

欺骗的感觉之外，还有一种怨恨、愤怒的情绪在里面，因为他不但没有获得什么有价值的信

息，又被白白浪费了时间和精力。现在有些媒体极不负责任的将一些颇具挑逗性、刺激性的词

语不加选择的作为标题来使用，而不考虑与文章的内容是否一致和相关，仅仅是为了炒作和惹

眼。这种情况必须引起高度的注意，应该极力避免。尽管在一些严肃性的报纸，如党报中题文

一致方面是过硬的，甚至不成其问题，但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在一些娱乐类、生活类报刊中并不

鲜见。净化文化市场，提升报刊品位，标题本身不过关，何谈“净化”？又何谈“提升”？ 

·小议消息中的细节描写  

·消息中该不该用形容词  

·舆论监督报道采写特色  

·新闻写作结尾20种形式  

·吃西瓜与新闻采访  

·通俗标题略论  

·新闻标题的三种类型  

·连续报道如何选题  

·报纸的两种写作风格  

·特稿,以什么打动人心?  

·换个角度写独家新闻  

·探析否定式新闻  

·新闻评论写作四要诀  

·消息中的议论浅探  

·新闻写作去掉你的形容词  

·硬导语和软导语的选择  

·非事件性新闻的几种写法  

·体育深度报道探析  

·消息标题应标明什么  

·谈深度报道的导语写作  

·新闻故事化成因与现状  

·新闻文本结构与意义生成  

站内搜索 登陆 论坛注册



此外，题文一致还应表现在题目要与整篇文章的格调、基调和主题一致。题目除了与文章内容

要对应，再往下引申，就表现在这些方面也要吻合。如果是一篇激情洋溢的文章，题目可以制

作得富有感情和气势，可以用一些形容词、副词来烘托气氛，增强表现力；如果是一篇严肃庄

重的消息稿，标题则也应该婉约、含蓄、内敛，与文章保持整体的和谐。总之，题文一致应建

立在作者或编者对文章准确充分的把握和熟悉的基础上，如果连自己所要制作标题的文章都不

熟悉，那怎能设想会有贴切、恰当的标题呢？ 

题文一致还必须做到二者都要准确翔实，不能自相矛盾，莫衷一是。2004年6月17日，雅典奥

运会门票运抵北京，6月18日，各大媒体都做了相关报道。笔者对比了18日当天的《北京日

报》第5版《近千张奥运会门票公开发售》和《劳动午报》第5版《雅典奥运会门票昨日抵京》

的两则消息，发现有明显不同。《北京日报》称：“中国分得的首批4000张雅典奥运会门票

80%已由代理旅行社打包售出，还有1000张左右门票向社会公开发售。……”而《劳动午报》

则称：“……近4000张雅典奥运门票……90%已经被预定，……现在还剩下10%，留给市民购

买……”80%与90%，近4000张门票与4000张门票，究竟孰是孰非？恐怕一般读者都很难做出明

断，但肯定有一处报道不准确。如果说《劳动午报》的标题尚算中性的话，那《北京日报》的

标题所述内容，则与其文中不符了。所以无论作者还是编者，都要对文章进行核实比较，不能

犯这种低级性错误。 

二、标题应该做到一语破的、一针见血的点出文章最为精彩的部分。制作标题要能突出最新鲜

的、最重要的、最有特点的、最本质的事实，尽管在传统的倒金字塔结构中，导语应是对整篇

消息的概括和提炼，但标题应是对导语的进一步浓缩，或是对文章最核心部分的说明。从这个

意义上讲，它比导语的地位更高一层。毕竟，人们还是先接触到标题，了解“发生了什么

事”，再接触导语，知晓简单的情况，再进一步读正文，熟悉整个事件的全貌的，是标题——

导语——正文这样一个过程，它符合人们的认知心理。比如2004年6月18日《北京日报》第6版

“经济新闻”版中，头条新闻《本市销售电价平均上调3.4分》即用大字将标题突出，且一句

话就概括出了消息中最核心的部分，令读者一目了然，若是无法进一步阅读、详细了解的，看

到这个标题，也就了解了基本内容；若是不满足想进一步了解的，还可以接着往下读导语；若

是想探究电价上涨的原因的，还可以接着读正文。一环扣一环，给予读者充分的、自由的选择

权。 

三、标题必须做到简洁明快。对于写作来说，简洁明快的文字，流畅的文笔是一个人良好文风

的体现，标题也不例外。作标题要善于省略，就是要省略掉那些消息的来源、不必要的议论，

只保留事实的核心部分和事情发展的结果。同时，必须善于概括，在锤炼字句上下功夫，适

时、适当的采用简称。比如《北京日报》于2004年6月19日在第3版“综合新闻”版中刊发的一

则消息，主标题为《遗留化武可能达500枚》，文字言简意赅，使读者一下子被日军当年在中

国遗留下的如此数目之多的化学武器所震惊，也引发了对日本遗留武器给中国人民造成伤害的

隐忧。省略并不意味着删弃，一些说明性、解释性或是交代场景、烘托气氛的内容可以在副标

题或引题中予以点出说明，还可在文章中进行指出。但是若把这些内容加入主标题中则是不必

要的，这会使整个标题显得冗余不堪，还未开读，便难免会令读者产生视觉疲劳。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省略不是无限度的，也不是无原则的，如果为了所谓的简洁和省略，

而使标题制作得莫名其妙，含混不清，不知所云，甚至引发歧义，则是有悖初衷的了。应做到

既要简洁利落，又要清晰易懂。再举《北京日报》为例，该报2004年6月18日于第6版刊发了一

条题为《市民大兴摘走西瓜400万公斤》的新闻，读后才知道，原来是讲北京市大兴区西瓜丰

收，吸引游客纷纷前来旅游采摘，体验农家生活的事情。但这个标题笔者认为有待商榷，主题

并不突出，难免产生歧义，若是了解相关情况的还好一点，若是从未听说过的，还以为大兴发

生了市民哄抢西瓜的闹剧。联想到时常看到有鲜花、雨伞被哄抢的新闻，还以为二者如出一

辙，是批评市民道德素质之差的。如此一来，得出大相径庭的判断的可能性，则不能说不是没

有，恐怕不能单纯迁怒于读者理解力水平不高吧，还应该算作是标题制作的问题。省略也要以



说清问题、得出正确认识为原则，不该省的绝不能随便、想当然的省略。 

四、标题应该体现出旗帜鲜明的特色。作标题要有明确的是非观念，标题应有破有立，或者标

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或者只标出赞成什么，或者只标出反对什么。标题应该含有鲜明的爱

憎感情，当然要有感而发，忌无病呻吟，不宜堆砌词藻，要通过多种方式表达丰富细腻的感

情。标题有如文章的眼睛，是作者最先触及的地方，它是集文章的神采、文采，作者的好恶于

一身，同时也体现编者的意图，同时也可以作为报纸“发言”的一个途径。面对纷繁复杂的社

会问题，作者通过自己的观察研究，发之于笔端，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给读者以启示。标

题也承载着这一任务，所以，它不能拖泥带水，闪烁其辞，模棱两可。这一点，尤其对于各种

严肃类报纸特别是党报最为重要。作为党和政府耳目喉舌特征最鲜明体现的各级党报，集中代

表着党和政府的原则、立场，所以在事关改革发展与党和国家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必须表明自己

的态度。比如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城市容量扩张而出现的“城中村”或是企业发展带来的

“厂中村”问题，困扰和制约着城市的发展，《北京日报》在2004年6月19日头版即刊载一条

消息《坚决消灭建成区内的“城中村”》，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北京市委市政府决心根治这一发

展问题的决心。有人认为只有在涉及评论内容时，才会要求在标题上表明立场，其实不然，只

要运用得当，同时消息本身又的确能反映出当前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问题时，也完全可以通过

标题上的立场反映，来配合工作，服务大局。 

当然，不是所有的消息标题都要表现旗帜鲜明的立场，这里主要是针对时政性、政策性消息而

言，如果是科技性、人文性等情况介绍性质的消息，则又另当别论。此种消息的标题制作只要

符合上面提到的第三个要求，简明扼要的突出主题就算做完成了任务，因此是不能一概而论

的。 

五、标题应该努力实现生动活泼的特色。这主要是针对增强报纸的可读性而言，在制作标题

时，要注意选词和采用多种修辞方式，给消息稿增色，使文章可读，使读者乐读。标题写得生

动活泼，使读者倍感亲切，不但有继续读下去的愿望，还会对消息的作者、对编者乃至对整份

报纸产生好感和敬意。用生动活泼的形式使标题增彩，也是贯彻“三贴近”原则：贴近实际，

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途径之一。当前，各新闻单位正在大力开展改进文风和改革报道形式的

活动，牢固树立“读者意识”，在标题制作上下一番工夫是一点也不为过的。总的说来，就是

要坚决克服那种高高在上的说教式的标题，克服那种板着面孔，严肃得甚至有些冷酷的标题。

这样的标题出现在我们报纸的版面上，势必会拒读者于千里之外，更不要说有往下进一步阅读

的可能。在这方面，一些成功的晚报、都市报和生活类报纸已经在此先行了一步，党报还需要

进行一番努力。其实，读者普遍的都有这样一个感受，只有党报上的消息报道是最可信赖的、

是最为权威的。晚报、都市报等类报纸要常常转载党报上的消息，为什么党报不能利用好这一

优势，在标题制作上做一番琢磨，切实提高党报的宣传水平呢？《北京日报》2004年6月18日

第5版《40吨垃圾一上午运走了》，6月19日第5版《昨晚暴雨挑地儿下》，虽然都是社会新

闻，但标题制作的口语化，贴近了普通百姓，使可读性由然而生。可见党报在制作标题上是大

有开拓余地的，关键还是在于改变那种习惯性的僵化的思维模式。 

当然，对于一些政治性、政策法规类的消息，特别是一些会议报道和领导同志活动报道，标题

制作仍然应该以严谨朴实为特征，不宜过于雕琢和口语化，当然可以在相关的后续报道中进行

尝试。这实际上还是一个度的把握，孔子说：“过犹不及。”究竟在多大范围内实现标题制作

得轻松活泼，还有待进一步商榷，这还涉及到报纸的定位、当前宣传报道的重点以及国内外形

势等许多方面。但不加选择，不予区分的将所有标题都作得花里胡哨、眼花缭乱，势必会分散

读者的注意力，也会令读者对这则消息的准确性达上问号，这显然也是不妥当的。 

标题的制作是一件看似简单而实际不易的工作。它需要无论是作者还是编者，都对读者、对稿

件、对报纸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即要与整篇文章相配合，又要与整个版面相协调，乃至与整个

报纸相统一。它的制作还涉及经验等方面。所以，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说，它都值得每一个新闻

工作者认真的加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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