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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新闻一定要写成倒金字塔式？谁说新闻一定要少用描述？多元化的社会需求正在颠覆传统

的新闻叙述模式。把新闻事实包装成跌宕起伏的故事来讲述的 “新闻故事化”潮流正在风靡

传媒界。它给读者带来了全新的阅读快感，但也使传统的新闻价值观受到考验和质疑。 

所谓新闻故事化，指的是“采用对话、描写和场景设置等，细致入微地展现事件中的情节和细

节，突现事件中隐含的能够让人产生兴奋感、富有戏剧性的故事”（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富

兰克林语）。一般来说，我们所关注的“新闻故事化”是指一种“讲故事”式的新闻叙述方

法，但它现在也已经从新闻生产的后期处理环节影响到新闻采集、报道策划等前端环节，甚至

影响到一张报纸的编辑思想。正因如此，廓清“新闻故事化”的成因及现状尤有必要。 

一、新闻故事化是基于“新闻娱乐化”的又一种调试 

提到新闻的故事化就不能不先提到新闻的娱乐化。娱乐化是对严肃刻板的宣传说教方式的一种

矫正，但同时它又给新闻报道带来了浅俗化的趋向，新闻故事化正是对娱乐化的矫枉过正所进

行的又一次修订。当今社会是个多元化的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是多元化的，读者不仅需要

以往政治色彩浓厚的信息，也需要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信息，除此之外，人

们还希望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从新闻中获取休闲娱乐的享受。 

国内新闻界传统的宣传说教模式难以满足这种新的受众需求。因此，以受众为中心、追求商业

利益最大化的新型市场化媒体开始调整新闻报道的价值取向，它们在内容上偏重软新闻，减少

严肃新闻的比例，在表现形式上强调故事性、情节性，适度加入人情味因素，这就是新闻娱乐

化倾向的发端，但它在将新闻娱乐功能发扬光大的同时又使新闻报道滋生了另一种片面追求趣

味性和哗众取宠效果的不良风气。受众也开始对低俗化的新闻报道感到厌倦。新闻的故事化强

调报道的细节化和情节性,在顾及受众阅读快感的同时更重视挖掘新闻的社会价值。 

其实在新闻发展史上，新闻故事化还早于娱乐化。新闻报道在西方发端时就就被为两类：一类

是“信息模式”，另一类就是“故事模式”。普利策和赫斯特创办的《世界报》和《先驱报》

两份大众化报纸就经常相互比拼新闻稿件的故事性、煽情性和新奇性，它们都要求记者将新闻

事件写得尽量曲折离奇、引人入胜。但中国新闻事业由于其自身发展的特殊性，是一个从宣传

逐渐向新闻本原回归的过程。新闻故事化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对新闻娱乐化的“二次否定”。 

二、新闻故事化为新闻报道提供了新思路 

故事化新闻写作与“找故事”式的新闻采集思路这两种典型的“新闻故事化”产品为受众提供

了别样的阅读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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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故事化新闻写作大大提高了新闻可读性 

平面化和现场感不强是纸质媒体的缺憾，而故事化新闻写作引用了文学的表现手法，使得平面

化的新闻报道变得丰满而立体，极大地丰富了新闻报道的魅力。 

前段时间发生的东航飞机包头空难事件中，各媒体都充分运用了故事化新闻写作的手法。对空

难的报道不像以往那样只有干巴巴的死难人数、原因调查等“硬新闻”，而是抓取空难中惊心

动魄的镜头，将一起庞杂的突发事件分解成若干动人心弦的新闻故事，如《北方新报》的“事

故现场两具烧焦的遗体紧紧拥抱在一起”，《内蒙古晨报》的“目击者详述坠机经过：事故现

场升起蘑菇状浓云”，新华网的“包头空难一位遇难者家属因悲伤过度猝然离世”等，这样的

报道形式不仅使读者对空难有了全局的了解，也使他们通过具体细节、个体事例对空难有了更

直观的认识，也激起了读者悲天悯人的情怀。 可见，故事化的新闻写作更易引起读者的兴

趣，拉近读者与新闻事件的距离，可以把平凡的题材变成深刻的话题，也通过极具人情味的文

字增强了新闻的人本主义色彩。 

2.“找故事”使新闻采编更注重新闻性 

新闻的故事化倾向也体现在新闻的前期采集和后期编排环节。记者在寻找线索时会更注重重要

性、贴近性、趣味性等新闻要素，偏向于挖掘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故事和代表时代发展趋势的社

会故事，也注重挖掘新闻背后人性化、源头化的问题。后期编排也会更多地考虑如何勾起读者

的兴趣，如何将事实原貌更好体现在报纸上。整个新闻生产流程自然会相应提高质量，更注重

新闻要素的完备。 

故事化新闻偏向于挖掘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故事和代表时代发展趋势的社会故事，如就业、升

学、看病等。枯燥乏味的工作简报、不值一提的会议消息等会被这一标准拦截在新闻门槛之

外。编辑对新闻的整合、版面编排等也会更多地考虑读者阅读兴趣。此外，与新闻的娱乐化不

同，故事化新闻在吸引读者眼球的同时也注重挖掘新闻背后人性化、源头化的问题，因而在娱

乐化的基础上提升了新闻的内涵、拓展了新闻的影响力。 

在美国追捕萨达姆的报道中，《武汉晚报》、《武汉晨报》、《楚天都市报》等都设专版跟踪

报道，与以往对此类国际事件的报道不同，各报所整合的稿件不仅包括常规的动态消息，还有

各种追捕过程中的传奇故事，如“萨达姆落网记：昔日居豪华宫殿 今时污秽地窖被捉”、

“参加行动军人透露详情 萨达姆是怎样被抓的”、“萨达姆藏身处示意图 美国如何逼萨达姆

开口”（参考新浪网专题整合），一系列惊险刺激的新闻故事无异于一场美国好莱坞大片的演

绎。新闻的现场感增强、视野拓宽，更易引起读者共鸣。 

三、新闻故事化也存在隐患 

新闻故事化犹如一把双刃剑，它的优点也同样带来了对新闻报道不利的因素。 

1.由娱乐化衍生而来的新闻故事化也存在着使新闻流于浅薄的危险。 

2002年的莫斯科人质危机事件中，不少报纸几乎都充斥着大量侧重于事件过程和细节描述的

“新闻故事”：“莫斯科上演‘倩女幽魂’女人质手机传情荡气回肠”、“‘女肉弹’几乎全

被歼灭 她们更残酷、更富进攻性”、“我离死亡只有3米”等等，读者在看得惊心动魄、痛快

淋漓的同时却容易忽略国际恐怖事件背后蕴藏的社会政治危机，沦为系列故事的新闻报道对事

件本质的揭示容易停留在某一阶段而难以深入。 

新闻故事追求曲折情节的特点还容易引发人为安排、主观介入较多等不良后果。受众在接受频

繁的感官刺激后也会产生阅读麻木甚至厌倦的情绪。 
 



2.新闻故事化会屏蔽部分缺乏曲折情节但影响重大的社会事件 

并不是任何新闻事件都适合包装成曲折动人的新闻故事，而受故事化倾向影响的新闻报道在选

择新闻素材时会偏好那些具备故事元素的事件，因此一些故事情节性不强但对社会生活影响重

大的事件就有被屏蔽的危险。 

2001年12月，武汉森林野生动物园老总怒砸奔驰车事件接连数天上了江城各大都市报的头版，

从“车主不满售后服务 老牛拉奔驰‘游街’”到“奔驰车真的砸了”，这一事件倍受各报青

睐，也的确吸引了许多读者。先不论车主是否有借此炒作其公司的嫌疑，各媒体对这一极端事

件近乎狂热的追踪报道实际上是相中了它所包含的离奇故事情节，报道真正给汽车消费者带来

了多大实惠还是个疑问。而更让人担忧的是，同时发生在武汉的“全球最大冰毒案在汉侦破”

等影响百姓生活的重大社会事件却少人问津，媒体在新闻故事化倾向影响下所进行的“厚此薄

彼”的关注对社会议题的设置进行了不恰当的引导。 

3.故事化写作不能因追求情节而损害真实性 

新闻故事化写作必然要追求情节的波澜起伏，但并非所有的事实都像小说那样有着一波三折的

情节，新闻尽管借鉴了故事化的表现手法，却绝不能像小说一样进行虚构。但不幸的是，这种

为了追求情节而伤害新闻真实性的做法正在出现。 

典型案例就是前《纽约时报》记者杰森的作假行为。杰森在为《纽约时报》采写国内新闻报道

期间，不仅多次剽窃其他记者的文章，杜撰报道中的直接引语，而且谎报自己的发稿地。根据

调查，他的73篇报道中居然有至少36篇存在作假和抄袭等问题。而他的目的就是“使用技巧凭

空捏造感动人心的时刻”。杰森的做法不仅使他自己身败名裂，也使去年的《纽约时报》乃至

美国新闻界面临了一次严重的信誉危机。 

因此，对新闻故事化必须强调：任何故事都是真实的，不是虚构的，记者只是运用讲故事的手

法来表现真实事件。（孙晓素 武汉大学新闻研究生 43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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