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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11月3日的《三湘都市报》报道长沙县委书记李振萼“在完成引资谈判返程星沙

时，因座车翻入路边深谷，身受重伤，因公殉职”。而同日《潇湘晨报》则称李是在玩高尔夫

球时乘坐球场的电瓶车翻车而“命殒球场”。这两条说法不一的报道一出，立即引起外界猜

疑。人民网、雅虎网等网站上马上有文章指出，按照《潇湘晨报》的说法，李之死发生于玩高

尔夫球的过程中，不仅“不能算是因公死亡”，还“容易导致批评”。据后来的报道证实，李

是应外商的邀请去高尔夫球场俱乐部谈判引资项目，事后陪同客人打高尔夫球因“乘坐的会所

车辆突发意外”而翻车身亡的。 

这一媒体事件再次给我们提出了新闻业务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新闻报道中，哪些是信息是

必要的，哪些信息是可省的。二者区分标准是什么？ 

新闻报道中的必要信息，是指那些能消除主要信息的不确定因素，明确与主要信息相关内容的

信息。必要信息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使事实的新闻价值体现出来，有助于读者对事实

意义的理解；使所报道的事实清楚、所传达的信息明白，读者读后不生疑惑。 

必要信息是不可缺省的。但在新闻报道实践中，却常常发现必要信息被缺省掉了：有些是有意

缺省，有些是无意缺省。 

有意缺省，即人们所批评的“媒体障眼法”。2002年底，北京有媒体报道一位80岁的老太，因

能歌善舞，又会用英语演讲，报名参加第三届金牌形象大使电视大赛，在百余名竞争者里，老

太太技压群芳，以99分的成绩获得北京赛区金奖，将赴西安参加全国大赛，争全国的“形象大

使”。80岁的老太能“技压群芳”竞争到“形象大使”金牌，的确很有新闻价值。但很快就有

人指出，这是媒体使的“障眼法”。原来这次比赛是针对“普通人”的，报名选手无年龄、性

别和学历限制，比赛分年龄组进行。这位老太获得的只是她所在年龄组的奖项，不同年龄组共

产生了10名金奖获得者。 显然，报道者有意将其他年龄组别产生的同为金奖获得者的另9人隐

去，以此来凸显其新闻价值。 

这种有意缺省必要信息的做法，既改变了事实的价值，也伤害了受众的知情权，违背了新闻报

道的客观公正原则。有媒体曾报道杭州市长从西湖里救起落水者。报道说，杭州市市长早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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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边晨练，遇一落水者急忙将其救起。这一消息被国内不少媒体转载，市长救人美名广传。

后来有媒体披露“内幕”：落水者并不是市长一人救起的，还有一位无显赫地位的普通老人。

报道者为了不让“市长救人”这一事实的价值被另一“平常人的不平常事”喧宾夺主，刻意作

了如此取舍。另一老人参与救人是否可视为可缺省信息？有人批评报道者“官本位”意识作

怪，对于那位同样舍己救人的老人来说是不公道的。其实，这对于信息的接受者来说，同样也

是有失公允的。 

必要信息的无意缺省，是记者在不自觉情况下的信息遗漏。有些信息对主信息而言必不可少，

是因为缺之则事实不清，意义不明。《人民日报》曾报道庐山修成“观瀑路”：“为了使游人

真切地观看‘飞流直下三千，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奇景，专门修筑的一条通往庐山秀峰黄岩瀑

布的道路，于5月中旬完工交付使用。这条观瀑路宽1.8米，长1800多米，沿此路步行45分钟即

可到达瀑布崖。”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批评它将重要的相关信息忽略了：“这一则报道有两点

没交代清楚。首先，这条路光有起点没有终点。1800米从哪算起？其次，1800米的路步行要45

分钟，合25分钟1公里，如果修的是现代化的道路，步行1公里要不了25分钟，只要一半时间。

如果修的是爬山的石级路，应该说明，免得读者疑惑45分钟这个数字有错。” 

强调必要信息的不可缺省的同时，我们也要学会对新闻事实中某些关联不大的信息的缺省。二

者是辩证的，缺省不必要信息，是为了突出和强调必要信息。是谓有所失才有所得。 

要学会对某些信息的缺省，主要是建立在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上。第一，我们知道，客观世界万

事万物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外部联系，从联系的紧密度来看，这种联系总有亲疏之分。对新闻

价值不构成影响的信息，是可以省去不交代的，一篇报道在围绕某一主信息选择其他信息时，

不可能也不必要将存有联系的诸多信息全盘托出；另一方面，事物内部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

盾，事物在运动过程中，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是不断地转换变化的，主要矛盾体现着事物的本

质，而次要矛盾，有些与主要矛盾关联密切而必须交代，有些则与事物本质联系较远，故可缺

省。曾在京穗两地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五胞胎”事件引起过学界的争论。2002年，北京的媒

体率先报道沧州一农妇在北京妇产院平安降生五胞胎，随后，五胞胎的命运牵动了社会各界的

关爱，如内蒙古伊利集团不仅赞助了5万元的医疗费，还承诺提供5个宝宝0到7岁所需的全部奶

粉。但广州的媒体则披露了另一事实：“五胞胎”并非是自然受孕的结果，而是夫妻二人在盼

儿心切之下吃药所致。于是，有人指责北京的报道有意隐蔽了事实真相，也有指责广州的报道

缺乏“人文关怀”，让人们对“五胞胎”的关怀转换成了对其父母的指责。 那么，北京媒体

是否一定要将“药物受孕”作为必要信息写入报道？我们认为，一个妈妈一次生五个孩子，足

以构成新闻价值，缺省“五胞胎”产生的原因并不影响其新闻价值，不能算是“残缺新闻”。 

第二，新闻报道的短小性原则要求我们学会对某些信息作出缺省处理。以写短新闻著称的老记

者李普是这样介绍其经验的：“一篇稿子，只谈一件事。如果一次采访涉及到两方面的内容，

就写成两篇稿子，不要默守‘一次采访，一篇报道’的程式。”“如果是有关系的几个问题，

可以化整为零，写成系列报道。这样，每篇的篇幅就短了。”“不要企图一次把话都说完。有

些话以后还可以再说。” 我们都熟悉新闻史上的名篇《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这篇通讯

报道了为了抢救食物中毒的61名阶级兄弟，北京山西等地合作谱写了一曲“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的共产主义精神颂歌。在感动了几代读者之后，最近也有人指出这篇报道隐瞒了一个重要

的事实：食物中毒实际上是有人投毒所为，而投毒者恰恰也是一个“阶级兄弟”。因此，这也

是一篇缺省了必要信息的“残缺新闻”。对此，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这篇报道的中

心是展示如何“抢救”的，为何中毒不是报道的主旨所在。投毒者同为“阶级兄弟”这一信

息，虽然与当年的政治形态有关而会讳莫如深的，但从报道信息的“缺省”上来考虑，即使是

今天的报道，也未必一定非要揭这一“老底”不可。在新闻六要素里，何事、如何、为何这三

者是实质性的要素，它们分别与人们认识事物的三个层次对应。“何事”是认识事物的具体存

在的，“如何”是认识事物的运动轨迹和状态的，“为何”是探寻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的。它

们分别形成了不同的报道文体的重心。消息类的报道，其重心是关于“何事”的；通讯特写类

的报道，其重在“如何”，着重展示事物的运动过程；而解释性的深度报道，其重心则在“为

 



何”上。 所以说，对于“五胞胎”的事实，京穗两地的报道重心不同，一个侧重于“何

事”，一个侧重于“为何”，各有各的立足点，各有各的理由，说不上谁对谁错。同样，《为

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的重心在于展示“如何”抢救，而“众人抢救中毒者”这一主信息并非

一定要交代谁投的毒这一信息才获得完整的理解；如果人们对为何中毒这一信息感兴趣，可以

另外专门写一篇以“为何”为重心的解释性报道条新闻无法成立。 新闻报道遵循的是一事一

报的写作原则。这里所说的一事一报，即是指一个方面的内容写一篇报道。 

新闻报道中，信息的缺省处理是很常见的事。美国著名的新闻学者李普曼曾以“探照灯”来喻

新闻报道对信息的取舍情况。探照灯照在哪个事物上，这一部分就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而周边

的事物则隐而不见了。我们借助他的这一比喻发挥：探照灯的作用是让我们集中视线看清楚某

一事物的本质，而那些未被照着的东西，应当不是我们所要搜寻的目标。而事物的必要联系不

映照出来，我们还无法看清事物的实质。可见，对于一篇报道来说，处理好信息的取舍是多么

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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