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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四大通讯社百年佳作谈好新闻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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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新闻工作17年，担任报社编辑也已14年，却一直说不清究竟什么样的文章是好文章，常常

凭自己的感觉看待作者来稿，尽管误差不是十分大，但说不出个好坏标准来，总是憾事。2002

年6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名为《百年好文章》的丛书，这是一套4册的作品集，

分别展示了法新社、路透社、合众社、美联社这4家全球性大通讯社记者们在上个世纪百年间

创作的新闻精品佳作。闻着墨香买回这套用生动而且深入浅出的笔法写出的新闻佳作，茶余饭

后细心品味，从一目了然的字句中探寻其被评为好文章之"好"来，看这些好文章是怎样叩动读

者心弦的。经过1年多的细心研读，慢慢体会到一点点百年好文章字里行间中透出的震撼人心

之文眼和大气朴实之笔调。爱不释手之后谈一点自己的粗浅认识，作为学习心得，以抛砖引

玉。  

好新闻都有一个实标题  

  我的第一大感受是：好新闻都能做出实标题来，做不出实标题的一定不是好新闻，起码难

以成为影响深远的好新闻。  

  记不清在哪一本外国人写的新闻书中看到过这样一句话："新闻作品应以一行实题牵动眼

球，能做一行标题的，绝不做两行题。"我不知道这句话在中国新闻界的认可程度，但耐心琢

磨之后，我认为有点道理。然而，在我们的报刊上，却很少见到一行题的消息。几乎像点样的

消息都是两行题，只有那些无足轻重的简讯才会以一行题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在中国新闻

界，做标题是极讲究的，也是版面编辑最大的学问，人们做标题，想着的全是升华主题，似乎

只有使标题升华到一定高度，才是好标题。于是每个版面编辑"上岗"前，"老版面"都会提醒

说，要多看看古典名诗佳句，多学些上级最新讲话精神，用古典名诗佳句可以使做出的标题显

得有学问，用上级的最新讲话精神可以升华稿件主题。这些做法当然十分有用，应该说还是经

验之谈，但这些做法还可以更高明些。在《百年好文章》中我们看到，这些百年新闻佳作几乎

都做的是一行实题，如《日军向俄发动突然袭击》、《福特总统遇刺幸而无恙》、《美国人正

在抛弃妻子》等等，即使有虚题，那么就是双行题，其中必有一个题是实题。这些文章的标题

都达到了有品味、升华主题的目的，体现了爱憎，静悄悄地反映了编辑想要升华的主题。我以

为，这是更高层次上的"讲政治"。  

好新闻都应给人以启发 

  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要别人喜欢看，那么，文章一定要对别人有用，要么给人以启发，

要么给人以知识，要么给人以有用的信息，最起码也要能博得人们一笑。而要成为好文章，首

先应该能给人以启发。观4大通讯社百年新闻佳作，几乎篇篇都能震撼人心，要么是大事件，

要么是能反映时代趋向的小事件，要么能引领潮流，就是一些娱乐性新闻，其关注的也是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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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全世界注目的明星事件。而且，每篇文章读后，都能引起读者的一番议论，所以，我认

为，好文章应该能给人以启发，触动心灵，用句实用的话说，就是让人看了有用。而那些看后

无用的垃圾信息，或者不知所云的文章，或言之无物的文章，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章，哪

怕它文笔优美，哪怕它事件真实，我想，永远也不会被评为好文章。  

  比如：美联社1927年1月27日的一则小稿，文字不长，现全文照录："根据最新发表的数字

表明，目前美国登记注册的汽车有900万辆。数量占世界总数量的39%。从1924年以来，全世界

汽车总计增加了800万辆，在美国，平均每6人有一辆汽车，在英国每57人有一辆，而在德国每

289人有一辆。"不算标题，整个稿子翻译成中文仅84字，是4大通讯社百年新闻佳作中比较没

有什么启发性的稿子，但细细品味，仍能看出其字里行间隐蔽的含义：美国是世界上汽车数量

第一的国家；美国人均汽车拥有量世界第一；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处于世界前列；每个美国人都

应该为美国自豪；每个美国公民都应该为自己生活在美国而感到庆幸……  

好新闻都有个性化写作手法  

  从《百年好文章》丛书中看，只有用独具特色的写作手法写出来的文章，才能评为好文

章。纵观这套书的近千篇好文章，几乎篇篇充满个性，不同的写家、不同的事件，写出的文章

就各不相同。从中选出两篇较短的文章，以飨读者。如《不速之客》一稿写道："上周五的凌

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醒来后，突然发现有一男子坐在她的床头，手里紧握着一块碎玻璃，血

从他的手上滴落下来，凭着皇族特有的镇定，女王同他交谈了十分钟。当他向女王要香烟时，

女王才得机叫来男仆将其扭送警署，他是顺一根排水管爬上来的，后来又推开一扇窗上的铁丝

网，轻而易举地跳了进来。其他类似的王宫安全防范上的漏洞也绝非没有。就在威尔士王子婚

礼前，一群西德旅游者在皇家花园内露营，还误以为他们是在公园里。"（路透社伦敦1982年7

月12日电）又如美联社的《看电影》："自从1889年托马斯·爱迪生和乔治·伊斯特曼发明了

赛璐珞透明胶片以来，电影就出现了。在最近的10年中，数百万人已经看到了电影，这当然只

是单个人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才能看到。他们必须转动一个封闭着的观看装置上的曲柄，才能在

小屋屏幕上看到简短的电影。在戏院里放映大型的影片之日已经为期不远了。"（美联社费城

1900年12月31日电）你看，这些稿件写得多么出神入化，多么与众不同啊！  

好新闻都是站在读者角度写的  

  细细品味《百年好文章》丛书，发现这些好文章全是站在读者角度写的，都是让读者关心

的事，写的上世纪百年岁月中的社会百态和普通群众生命历程中的苦难与喜悦，既有世界性的

大事，也有百姓寻常小事，只要读者关注，记者就用大气朴实的笔调去写，力求准确，让读者

从事件本身发展的变化中去感觉、评判。比如《美国妇女赢得投票的权利》、《苏联一个3岁

小孩体重112磅》、《巴黎一度时兴的短裙现在又长了》、《北京地铁：没有利润也没有人破

坏》、《15岁的女总裁》……从这些随手抄录的标题即可看出，百年新闻佳作关注的全是读者

关注的问题，记者之所以写这些文章，完全是满足读者的需要。  

  由此可以反观我国当前提出的"三贴近"原则，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三贴近"的核心就是

为人民所写，写人们关注的，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只要我们按"三贴近"原则去对

待每一篇新闻作品，我们的报纸上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空洞无物的废话，就不会出现那么多没有

特色的稿件。  

好新闻能让读者获得更多的信息  

  从以上所列的例证中我们可以看出，百年新闻佳作大多不长，我将4本书中的文章专门进

行了统计，翻译后的获奖文章中百字左右的占20%左右，千字以内的占90%以上，2000字以上的

稿件非常少见。就是像《人类登上月球》这样重大的新闻，路透社的消息也不过1000多字，尽

管后来又不断地进行追踪报道，但每则追踪新闻都不长，都在千字以内。相反，我们有一些

人，动不动就写数千字的长文，似乎文章不长就显不出自己的水平。严格说，真正难以做到的

 



应该是：用最短的文字提供最多的信息，也就是让读者用更少的时间获得更多的信息。  

  为了真正做到让读者用更少的时间获得更多的信息，这些百年新闻佳作首先做一个实标

题，然后以倒金字塔形式写出普通读者想知道的结果，若读者还想了解详情，就请接着往下

看，用最简练的文字层层推递，并将背景材料巧妙地糅在其中，文章的句子都很短，方便读

者"一目了然"。  

  文章短，可语言却并不生硬；句子短，可每句都锤炼得流畅而充满美感。追求与众不同，

处处出新出彩，这是百年新闻佳作入选的标准，也是真正新闻人应该追求的终极目标。当然，

所有的百年新闻佳作都并没有为了追求美而胡乱使用一些华辞丽句，相反，他们都是以朴实的

面貌出现的，他们追求的目标是：让人们从字里行间回味出美。这也应当成为我们每个新闻工

作者的追求。  

好新闻都是客观报道 

  西方4大通讯社的百年新闻佳作集，几乎都可以称为记者亲历记，大多数文章是记者在一

线采写的，一些无法到一线采访的作品，记者也几乎采访了亲历一线的人物。这与我们提倡的

用铁脚板去写新闻的追求是一样的。  

  4大通讯社新闻佳作的作者都追求"让事实说话"，让读者从记者介绍的事实中自己去得出

结论，这是一种比较高明的写作技巧，也是我国新闻工作者正在追求的。目前，我们报纸版面

上说教式的新闻太多，常常令人不忍卒读，如果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也能使自己所有的作品都这

样用字里行间隐含的信息去引导读者得出我们需要的结论，那就是真正的贴近读者了。  

  从近年来《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可看出，我国亲历式新闻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受读者青

睐，仅以第十三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的消息为例，一看标题就能看出作者的追求。如：

《我省交通图五年七变》、《看个"咳嗽"要掏1065元》、《请过路吧，亲爱的藏羚羊》、《检

察机关挺身而出当原告》、《三亿专款雪中送炭 千所小学改换新颜 广东着力解决农村困难家

庭子女读书难》、《5万公斤鲜牛奶倒进农田》、《80分钟！猴脑血流阻断存活》、《布什与

江泽民会谈时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对台湾"独立"》、《某直升机团团长孙凤阳主创我军34项武装

直升机训练新纪录》等。这些获奖稿件都是以客观的角度看新闻事实的，但哪一篇都洋溢

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作用，哪一篇都是"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文章管理：web@cddc.net （共计 272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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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世界四大通讯社百年佳作谈好新闻的标准 会员评论[共 2 篇] ╠

有一定见地。  

[bumaosong于2004-3-16发表] 

看了你的文章，收获很大，我只是个初学新闻的学生，我希望可以通过不断地积累， 不断地探索，有一

天也能写出一篇甚至很多好新闻来。 [黟川雪于2004-3-1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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