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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新闻时评正在大众传媒上兴起。本文简要分析了时评中兴的缘由，着重探讨当

前新形势下，报刊新闻时评写作应如何规范——缘事而发、迅速及时、敢言善言、贴近受众。 

【关键词】报刊时评 中兴 写作规范 

新闻评论是媒体阐述立场观点、影响引导舆论的“旗舰”。近年来，报刊时评作为一种新闻样

式正大行其道。《人民日报》、《南方日报》、《新京报》、《南方都市报》等众多媒体，都

以各自的方式开办起了时评类栏目，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这是为什么？当前的报刊时评

写作应如何进行规范？ 

时评中兴之三缘由我国的新闻时评，源于辛亥革命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时事短评这种新

的评论体裁，始创者是在日本出版的《清议报》，引起注意并为国内纷纷仿效的是上海《时

报》。”①时评在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等报刊上也被广泛使用。建国后由于各种原

因，时评趋于沉寂。但是近年来，在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体上频频露面，呈现出中兴之势。 

《人民日报》平日里开设有“人民论坛”、“今日谈”，在“两会”时期的特刊中有“两会时

评”、“热评”；《中国青年报》有“冰点时评”、“青年话题”；《南方日报》开设了“观

点”专版；《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新锐报纸更是每天用2个专版的篇幅来刊载时评；

不一而足。 

笔者认为，当今新闻时评中兴的缘由主要有三：（1）新闻竞争 随着媒体之间新闻同源化现象

越趋普遍，新闻竞争已进入“白热化”状态。面对受众，新闻媒体不禁要自问：“我拿什么奉

献给你，我的爱人！”有人说，当今的新闻竞争已进入到一个观点竞争的时代。新闻时评已经

成为提升媒体品位，打造传媒竞争力的力点之一。以报纸为例，如果说社论是重兵器，那么时

评就是轻骑兵。《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新兴媒体之所以能在短期内成功，吸引读者

“眼球”，时评版的功劳不小。（2）政治民主 近年来党和国家顺应时代潮流，积极稳妥地推

进政治民主化进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与时俱进；“尊重

和保护人权”写入宪法；以人为本的科学的发展观的确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

所谋等执政理念的确立，等等，都为新闻时评的中兴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大环境。（3）受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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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 现代社会通讯工具的发达，人员流动的加剧，人们接受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面对不断

变化着的社会，受众的觉醒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知晓权，即大众需要传媒提供充分的信

息并对信息进行分析，去伪存真，以指导自己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使自己处于竞争的主动地

位；二是渴望拥有话语的平等权，在大众传媒上表达自己的观点看法，构建起一个“你说、我

说、大家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传播生态。 

报刊时评写作的规范之路当前新闻时评中兴之时，新闻时评也存在着作者来源广泛、观点纷

呈，甚至出现了观点“沙漠化”现象（即各种观点的“泥沙俱下”），值得我们去关注研究。

为此，有必要对时评写作的要求进行一番廓清，以达到去莠存良、使之规范的目的。时评的写

作规范化，主要体现在：缘事而发、迅速及时、敢言善言、贴近受众。 

缘事而发，讲究可信 

新闻时评要发挥引导监督舆论的作用，就必须使写作缘事而发——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而不以

“据说”、甚至作者的主观臆断，做时评的由头。客观事实真实与否决定了新闻时评的生命。 

现实社会是复杂的，客观事实也是复杂的，这就要求时评作者在选题是必须有敏锐的洞察力，

分清主流与支流；把社会普遍关注、意义重大的事情做时评写作的由头，而不是些风花雪夜、

无关痛痒的话题。 

新闻由头的选择是新闻时评成败的关键，是时评可信性的源泉。 

当前新闻时评最大的魅力在于，说当今社会的热点，抓民众关心的焦点，破群众生活的难点，

解民忧释民惑。 

突发性重大事件、“三农”问题、教育收费、金融财税、下岗职工再就业、环境保护、反腐倡

廉等都可做当前时评写作的话题。 

试以《南方日报》2004年3月17日在“观点”专版上刊载的经济时评《基金缘何热销》（作

者：林文俏，广东商学院金融学院教授）为例加以分析。 

文章以2004年一季度证券市场的亮点为由头。分别从去年基金投资业绩骄人；通胀预期使广大

居民摒弃传统的银行存款理财方式；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改革的

若干意见》增强了广大居民对证券市场和基金理财的信心；基金公司理财水平大幅度提高，推

出各种基金品种满足投资者选择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在文末用数字说话------“到2003年

底，我国已有基金管理公司34家，管理证券投资基金95只，基金规模达到1650.09亿元。” 

这则时评以受众关心的基金热销为主题，分析其热销的内在原因。选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实

用性，分析原因用事实说话，具有很高的可信度，自然会受到受众的欢迎。 

迅速及时、讲究时效 

时评必须迅速及时，具有时效性的时评才能赢得受众。其时效性不仅体现在刊发的时间上，也

体现在选材上。好的时评如果压上十天半月，或选材上老是用陈年往事，当然不能赢得受众。 

针对今天的新闻事实，报纸的时评应做到最迟在次日就要“出炉”；广播电视的时评应在当天

就“出炉”；网络的时评应更快，做到“即时”传播，争取时效和主动。 

由于出版周期的限制，现在报纸的时评一般在新闻发生的第二天见报。 

今年“两会”期间，3月3日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开幕。3月4日《人民日报》就在其《两会特



刊》的“两会时评”专栏中发表题为《为国辛苦为民忙》时评。3月5日发表了《委员的责

任》，该文以3月4日政协委员梁晓声答外国记者问为由头生发开来。 

《人民日报》在“两会”期间开设了《两会特刊》，迅速及时地刊载一些“时评”和“热

评”，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3月3日，《人民日报》在“两会时评”栏刊登时评——《雨后的彩虹更绚丽》。该时评通过总

结2003年内，全国人民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取得抗击“非典”的重大胜利、

国民经济健康稳步发展、人均国民收入首次过千元等重大成就，分析了2004年将面临的现实困

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表明作者的观点——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充满信心，“雨后的彩虹更绚

丽”。 

配合“两会”开幕，该时评及时刊发，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为“两会”的召开营造了良好的舆

论氛围，起到了团结鼓劲、积极向上的舆论引导作用。 

银行卡收费提出来不日，《21世纪经济报道》就在4月7日的“时论”中发表时评-------《银

行收费 意欲何为？》，及时道出了广大消费者的心声，对银行的作为表达出了作者的观点。 

快节奏的社会生活需要快时效的评论------迅速及时地传递政情、民情、舆情，尽到“守望

者、传声筒”的责任义务，只有这样的时评才能成为媒体引导舆论、竞争制胜的法定。 

敢言善言、讲究艺术 

时评写作必须要有为民鼓与呼的勇气，又要有为民争取权益、促社会稳定发展的智慧——一敢

言善言，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敢言者，即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不虚美不隐恶；

善言，即做到有话会说，说两面，效果好。 

《南方都市报》2004年4月10日时评版“来信／来论”中有一则题为《污染指数上升≠污染加

重？》的时评。文章开头处说，“3月25日国家环保总局举行‘2003年中国环境质量状况’新

闻发布会，指出包括深圳市在内的广东省3个综合污染指数与2002年相比有所上升。”“对

此，深圳市环保局局长于4月6日表示，污染指数上升并不等于污染加重，深圳环境目前总体趋

势向好，不能说深圳污染加重。”基于此两种不同来自“权威”的说法，作者指出，“这都是

政府环保部门的权威看法，老百姓不胡涂也难。”是为敢言。 

接着，作者进一步分析道，“综合污染指数是反映该城市整体污染情况的数量指标，它是由各

个单项指标经过统计处理得到的，因此，确有编制的是否合理、全面的问题，但是，国家环保

总局使用的指数还是比较科学和严肃，污染指数上升，就反映该城市整体而言污染情况加重

了，应该引起有关部门注意，起一个警示作用。” 

在分析中，作者心平气和，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指出综合污染指数“确有编制的是否合理、

全面的问题”、“如果环保总局编制指数的方法不合理，不能准确反映城市污染的全面真实情

况，有关部门特别是各地的环保部门就应及早向总局提出意见，及时修改编制指数方法，以免

误导政府和市民。”这就是说两面，换言之，就是辩证地看问题。 

经过一番分析，作者指出，“其实，局长对深圳市环境状况的进一步介绍，并未能对‘污染指

数上升≠污染加重’这一命题提供有力的支持，客观地概括局长的话，也许这样说更好：‘污

染指数上升，表明我们的城市环境污染情况有所加重，但并未超出国家允许范围之内，并且这

种趋势已经遏止了’。”如此，作者既做到了观点明确，又与人为善，使时评能为人接受，有

利于问题的解决。是为善言。 

敢言与善言相结合，可谓时评吸引受众“眼球”的“秘密武器”。 

 



贴近受众、讲究可读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新闻宣传的“三贴近”原则，时评写作也应遵循。时评写作时，作

者心中装着受众，有意识地贴近受众，写出的评论才会有可读性，才能为受众所喜爱。 

如何使时评具有可读性？ 

在写作态度上，视受众为朋友亲人，给受众以亲近感。吸收目标受众时尚的话语，用他们熟悉

的新闻事件为切入点，运用平衡的手法展现不同观点，稿件的语言风格多样化，可豪情奔放畅

快淋漓，也可含蓄婉约点到为止。 

时评写作时吸取点杂文的笔法,运用类比、借代、双关、反语等修辞手法+大众化的语言——使

时评更幽默风趣，不失为提高时评可读性的一种方法。 

《杂文报》2002年11月10日在“读者”栏中刊登题为《“官贩子”更可怕》的时评。文中把

“卖官者”说成是“官贩子”，使之与人们熟知的 “商贩子”、“人贩子”、“毒贩子”作

个类比，说“这‘官贩子’比起‘毒贩子’、‘人贩子’更糟糕。‘人贩子’、‘毒贩子’有

很大危害，这毋庸赘言，但它们的危害还只限于特定人群；而这‘官贩子’则败坏党风政风、

危害整个社会。因此，‘官贩子’就更为可怕！”这样的时评通俗易懂，读者自然喜爱。 

传统的媒体评论多半由专业人员，如编辑、记者或有关领导亲笔撰写，居高临下，官腔、大

话、套话多，满纸的“必须……、应该……、要……”令人望而生畏、敬而远之——谁愿老被

人教训呀？ 

没有可读性，没有受众的媒体，如何担当得起“喉舌、耳目”的重担呢？ 

当今的新闻传播已经进入了由大众传播向小众传播、人际传播转化的时期，受众地位日益凸

显。受众的独立主体意识日渐浓厚，价值观多元化，对新闻传媒的自主选择性增强。时评的编

辑写作必须认真研究受众个性心理，以人为本，重视新闻传播的人性化。 

“人际传播的状态如何，是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体现。” ②在新闻时评编辑写作

中应尊重受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反论权、监督权等权益，给受众留下“自己人”的感受。 

小 结 

报刊时评的中兴是我们伟大时代的产物，肩负着舆论引导、舆论监督的职责。报刊时评写作应

认真研究受众、以“三贴近”为原则，充分发挥其可信、及时、能言、可读的作用，使之为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切实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努力营造团结和谐稳定的社

会氛围。 

注释： 

① 方汉奇，张之华 《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二版 P.144 

② 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式1999年11月第一版 P.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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