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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范： 

一、 道德评价。 

二、 判断。 

三、 写作。 

四、 结构。 

五、 导语。 

六、 引文。 

七、 采访。 

◎道德评价：身体力行新闻的职业道德。 

你应当思考自己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应该扮演的角色。 

1、 坚持新闻纪律。 

2、 遵守记者的职业道德。 

3、 要敬业。 

4、 不报道本报不适宜刊载的新闻。 

5、 报社利益为第一。 

6、 认真写作。 

7、 尊重编辑。 

8、 未认真阅读此规范不得批评编辑。 

解释： 

记者有义务尽力收集信息，一旦获得真相便公诸于众，他必须勇敢地追求真相，不为利益集团

所左右。 

对待公众要公正、尊重、甚至同情，要培养民主秩序。 

保证报道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在犯错误的时候要勇于改正，不捏造新闻，不与利益集团勾结制

作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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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适宜刊载的新闻。 

要在新闻中体现出本报的理性与建设性来。 

保护采访对象隐私。 

尊重编辑，理解编辑的判断和劳动价值，认识到编辑是第一位的。 

◎判断：判断正确，才能做出正确的反应。 

“敌人是我们自己。” 

1、 了解什么是受限制的报道。 

2、 报道要真实可靠。 

3、 尽最大努力避免消息来源的隐名（来源：《纽约时报》）。 

4、 避免歧视。 

5、 保密原则。 

6、 未经核证的内容不要出现在文章中。 

解释： 

在我们国家，瘟疫、宗教、军事活动是一些受限制的报道。例如，当我们发现某地有瘟疫流行

的时候、我们应该进行关注，而不是写出文章，填充到版面上。这也是一个记者为报社负责的

义务。 

报道真实可靠是一名记者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我们在进行写作的时候，首先要进行判断：什么

是真实的。很显然垄断部门效率低下是真实的，如果在文章中夸赞他们高效率则是不可靠的。 

尽量说明消息是来源于什么机构、什么阶层——能够用“一位高级官员”的时候，就不用“一

个人”；能够用人职务的时候，就不用“高级官员”；最好的方式是，能够说清楚别人的身份

和名字，以表明信息的准确性。 

在文章中尽量避免性别歧视、价值观歧视、身份歧视、宗教歧视、地域歧视。在写一个民工的

时候，不能居高临下地称他为“某地的某个家伙”、“一直在倒卖黄色光盘”之类的话。要尽

量做到客观、公正。 

要保守报社的选题秘密；保护被采访对象——除非要出庭或者配合调查，否则不与第三方提供

被采访对象的资料。 

避免在文章中出现主观判断的“有分析人士称”、“业界认为”，这种指代要尽量具体。如果

是自己的主观看法，则必须体现在某个采访对象身上，以他的口说出来，或者用非限定性修饰

词，“可能”，“或许”、“往往”等。 

◎写作：差不多正确的话和正确的话之间的差别，真是个大问题。 

从根基上说，最宝贵的语言因素就是简短、有力。 

1、 了解受众是谁。 

2、使用强有力的名词和动词，减少修饰词的使用。 

3、避开陈词滥调。 

4、要具体。 

5、当心被动语态的隐晦含糊。主动语态则是负责任。 

6、别的办法都不灵的时候，要勤奋写作。 

（以上来源为《最佳写作要领》，罗伯特．M．奈特。） 



解释： 

我们的受众所接受的采访对象是：年轻、有智慧、有个性、快速致富的人物。所以，我们报道

的重点应该为这些人物和他们的性格、经历上面——至少头条是这样的。 

减少修饰词的使用，目的是为了文字简洁，避免多余字词。方法是用一个词代替一系列无用的

形容词和副词；尽量避免使用生僻词；要用通用的语词来进行新闻写作；要把复句变成并列的

两个句子。 

写作要准确，注意一些词的区别——预测与推测、奇特与怪异等等；内容表述要直截了当，不

要绕弯子；要注意主动语态与被动语态的区别。 

要准确；要具体，避开一般笼统；避免夸大、一般化、想当然、信口雌黄；不要为读者做结

论，不要把读者当傻瓜；要让读者知道你在说什么；引语要尽量说明来源，不方便说出来源的

至少要表明来源者身份；能用色彩的时候要用色彩；色彩可说明问题，但要详细解释。 

新闻写作要朴实而清晰；避免空洞套话；避免陈词滥调——“像避开瘟疫那样避开陈词滥

调”。 

避免玩弄行话，要将专业术语转换为读者很快理解的文字。 

《新闻写作教程》中说：“切忌在稿件上写那些对你的读者毫无用处的、过于简单化的专门名

词。这不仅会使你的读者失望，而且会使你的报纸失去企业界的尊敬。尽量不使用难懂的行

话，并对新闻中谈到的重要技术名词加以说明。” 

入门——熟练——提升——再提升……任何一个记者在写作中都会遇到一个不断提升的阶段。

有时候，他会发现，达到一个阶段后，再一次的提升异常困难，时间漫长，甚至有倒退的危

险。这时候，除了保持大量优秀范本发阅读外，惟一的办法就是勤奋写作。 

◎结构：每个记者都应该掌握它。 

一千万人死亡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一个人怎样死去却可以写成悲剧。 

1、 倒金字塔模式。 

2、 非倒金字塔模式。 

解释： 

倒金字塔模式之所以没有被淘汰，是因为它特别适合消息的写作。它的优势在于读者可以随时

放下报纸。 

倒金字塔模式：导语——导语的补充和展开——按重要性排列下来的素材。这种结构的缺陷

是：枯燥；不利于记者创造性的发挥。 

非倒金字塔模式有许多种，它适用于动态新闻；背景性报道；调查性报道；人物报道。 

非倒金字塔模式是目前特稿写作的普遍方式。其中《华尔街日报》的方式是描绘整体中的一个

部分，即：独特面——过渡到主题——报道主题——回到起点。 



◎导语——好的开头造成好的结尾；坏的开头造成坏的结尾。 

要与读者一见面就交上朋友，可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一、 通常导语越简短就越有力。 

二、 导语总是用某种方式为读者开启下文。 

三、 花一半的时间写导语是值得的。 

四、 避开枯燥无味和一般化的导语。 

五、 尽量少地以问题开头。 

六、 要保证导语有意义。 

解释： 

导语通常指稿子的第一段，作为概念导语的开头，也可以是稿子的前三、四段。 

对于读者来说，导语可以提供事实，可以概括内容，可以激发好奇心，可以引起阅读兴趣。 

之所以单独进行导语的讨论，是因为导语代表了报道至少一半的分量。有一种说法——作者的

责任就是精心写作导语。 

通常导语越简短越有力，但也有长导语有力的例子。导语要根据采访内容来写作，但提倡短导

语。 

导语的目的首先是吸引读者读下文，其次才是总结。 

花多时间写导语的目的是，你可以花少时间走弯路，顺利写完正文。 

枯燥无味的导语是不能开启下文的，一般化的导语也有此毛病。这样的导语充斥在我们报纸的

版面上。 

倒金字塔导语通常有拥挤，不易阅读的毛病，但它可以概括，可以有吸引力。 

创造性导语不提供何人、何事、何地、何时、如何、为何，但它提供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对于

特稿写作者来说，创造性导语是通常的选择，而且是往往有效的。 

问句和引语开头的导语都有含糊、居高临下的毛病。我们必须明白，我们为读者服务，而不是

读者为我们服务。也有写得好的问句导语——保罗．拉罗克说：“在有把握的老练人手下，几

乎什么东西都能写好——甚至那些在生手手下已经变得陈腐老套的东西，也可变为神奇。” 

导语的意义，首先是它的独特性，与众不同，能开启下文，其次是它的总结作用。不要试图用

导语去欺骗读者，如果有欺骗行为，其影响是恶劣的。 

华尔街日报习惯于以写景或写一个小故事为导语，这是吸引读者注意力的两种方法。他们的写

作模式是：集中独特方面（即我们所说的角度）——过渡到主题——报道主题——回到开始的

重点——结尾。 

导语中要注意调节好报道的节奏，该紧张的时候，导语不能过于舒缓；该平和的时候，导语不

能过于紧张。 

◎引文：记者的使命是忠诚记录。 

你有权保持沉默。 

1、 注意直接引语的使用。 

2、 注意如何使用不完整直接引语和修改直接引语。 

3、 尽量标明出处。 

 



解释： 

我们之所以着重讨论引语，是因为引语构成了报道中最重要、最严肃的内容。我们在本报的所

有报道中，找不出一个能够正确使用所有引语的范本来。 

独特性、重要性是使用直接引语的前提。并非采访对象所有的话都需要加引号，只有独特的

话、独特的人、独特的表达方式所产生的引文才可以使用引号。 

要尽量避免使用不完整的引语，用“这种”方式写新闻是“不好”的。意思不清楚的引语更不

能轻易使用，最好是根本不使用，一旦使用要用非限定性语态，并且不能用引号。 

当直接引语出现语法错误的时候，为了尊重采访对象，是可以修改的，但不能篡改被采访对象

的原意——在大部分情况下，不能随意修改引语，“有意思”变成“有趣”，尽管有时候它们

的转换无伤大雅。 

在遇到肮脏语言的时候，比如“傻逼”之类，可以用委婉的方式表达，或者不用引语，或者用

“傻瓜”之类代替。 

在使用引语的时候，不能在“说”这个词的同义词方面进行歧视——希望、声明、声称、要

求、请求都是有区别的。在用“希望”的时候用“要求”，就是辞不达意。在应该用“说”的

地方用“要求”，极有可能会被认为是歧视。举例来说—— 

他们认为应该增加工资≠他们要求增加工资。 

“直接引语超过一个句子，要在第一句话的后面标明出处”，新闻写作教程中说，“不要使读

者发生疑问：是谁说的话？同时，也不要在一开头指明出处。” 

不要在完整引语的后面紧接一句完整引语，新闻写作教程说。“这种情况要特别注意。” 

——错误的方式非常容易影响阅读的节奏，读者肯定无法原谅作者与报纸的这种过失。 

“第一次提到直接引语或间接引语的讲话人时，要介绍一下这个人的身份”，新闻写作教程的

作者说，“这十分重要。” 

“直接引语只能是一个人说的话，不能是几个人说的”，一位新闻学教授说，“如果是好几个

人说了一番话，就不要使用引号。” 

千万不能为自己的陈述制造一个发言者，没有找到目击者时，不能捏造出一个目击者。没有采

访时，不能使用“有业内人士认为”。 

◎采访：采访是撰写报道成败的关键。 

用你的行动告诉大家，你是记者。 

1、 准备。 

2、 怎样提问。 

3、 如果可能，要进行回访。 

4、 怎样建立长期关系。 

5、 怎样保证报道的准确性。 

解释： 



准备要充分。 

提问要有特点，不要问众人皆知的问题，可以旁敲侧击，可以委婉。 

用自己报道的客观公正征服你的采访对象。解决与企业之间矛盾的作法，就是“公正地、准确

无误地报道各个企业的所作所为”。 

多方获取消息来源，注意观察，学会追问。 

回访是获得确切信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文章管理：肖克 （共计 794 篇）     

CDDC刊载文章仅为学习研究，转载CDDC原创文章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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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主流报纸大陆新闻报道内容分析(6) (2007-3-1) 

· 台湾主流报纸大陆新闻报道内容分析(5) (2007-3-1) 

· 台湾主流报纸大陆新闻报道内容分析(4) (2007-3-1) 

· 台湾主流报纸大陆新闻报道内容分析(3) (20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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