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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针对目前各类媒体多做“旧闻”的现象，给出了旧闻的定位，结合长沙市都市报—

—《潇湘晨报》相关旧闻报道，探讨了报纸做旧闻的三种方法。 

关键词：旧闻 新闻由头 地方文史资料 

一、 何为“旧闻” 

对于新闻的定义大家并不陌生，但是对于什么是“旧闻”，学界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新

华字典》对“旧”字的解释有：⑴、跟“新”相反，①过去的，过时的②因经过长时间而变了

样子的；⑵、指交情，有交情的人。据此我们似乎可以将“旧闻”理解为：⑴、早已报道过

的，或发生久远的事件或人物；⑵、生活中屡见不鲜却没有报道的老问题、老现象。然而，新

闻实践中却不能把“旧闻”宽泛地理解为以上两种解释，否则新闻很难说有绝对意义上的

“新”与“旧”，所以我们只能将“旧闻”狭义地定义为上述第一种解释。 

二、 如何做“旧闻” 

1、此岸到彼岸：寻找新的新闻由头 

新闻由头，又叫做新闻根据、新闻引子，大多为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最能吸引读者的材料。

“新闻根据寻求、发现得精当和有力，即是新闻来源的有力说明，新闻事实的得力佐证，又常

常能使旧闻变新闻，收到起死回生、顿生新鲜感的效果。”①那么，如何寻找新的新闻由头

呢？针对不同的情况，《潇湘晨报》对待旧闻的处理采取了不同的做法。 

⑴、带有非事件新闻性质的旧闻 

所谓非事件新闻是“对一段时间内或若干空间里发生的诸多事实、情况、事件的综合反映，揭

示带有分析性、启发性的总体情况、倾向或经验等，非事件新闻的特点是点面结合，以点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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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以面为主，反映事物发展变化中的阶段性、倾向性、经验性或典型性。典型报道、综合消

息、经验消息、述评消息等属之。非事件性新闻的时效要求较为宽松些，但也要尽力找寻和体

现新闻根据（由头），善于利用新闻发布的契机。”② 

有一些新闻属于渐进性的非事件新闻，虽然事情早已发生，从时间上成为旧闻，但由于事情依

然在发展，旧闻继续丰富延伸，记者依然要发现旧闻中包含的有价值的新闻成分，把发展中的

旧闻牵引过渡到新闻的彼岸。 

目前在一些学校，青春期心理生理健康教育尚属空白，浏阳市奎文小学做出了大胆尝试，将

“鼓励男孩牵女孩的手，女孩牵男孩的手”纳入该校的日常管理，其实这种模式已经在该校试

行了一年多。很显然，这是一则旧闻，在事情刚刚出现时并没有引起媒体的关注。《潇湘晨

报》则以奎文小学2006年９月１９日“将男女生‘手牵手’正式纳入学校日常管理”的特殊会

议为契机，对该小学的举措做了深入调查，于９月２８日在Ａ２５版发表了题为《“男女生牵

手”背后的大胆实践》的深度报道。记者的写作风格颇似《南方周末》，用冷静的笔触叙述了

“男女生牵手”这一尝试的来龙去脉，没有丝毫评论，完全用事实说话，不少细节描写让读者

很自然的了解到记者的观点，并且领会到这种大胆尝试的益处。为了达到报道的平衡，版面的

右侧还刊登了家长的不同看法：《担心“手牵手”促成早恋》、《大多数家长理解支持》，专

家观点《有益性格发展和智力发展》。 

如此以来，一则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发生的旧闻，在记者的深入采写下而让读者耳目一新，给教

育工作者带来了启示，颇具社会价值。 

⑵、错过报道时机的事件性新闻 

对于因为错过了报道的第一时间，使得原本鲜活的新闻变成了“旧闻”的情况，《潇湘晨报》

通常的处理方法是：在再次报道时选取时间“最近点”，即所选择的时间要素尽可能距离首次

见报时间最近，与此同时报道内容一般较首次报道更具深度，报道规模也更大。 

2006年 9月20日，广州增城市新唐镇汇美西路与荔新路交界处，42岁的湖南女工张小英横过马

路时，手持的铁锹刮到一辆丰田轿车，司机将其揪回，扇了一个耳光，张小英随即摔倒在地。

一辆货车正好经过，后轮轧过其头部，致使其当场死亡。对于这件事情，《南方都市报》行动

较早，于9月22号发表了题为《湖南女工倒地惨被车碾死》的消息。 

《潇湘晨报》在事发当天并没有做出反应，只是在9月22日A2版转载了《南方都市报》的这篇

报道，并配上了《信息时报》的一幅照片。错过了第一报道时间是有遗憾的，这件事情因其主

角是湖南籍女工而更具有深挖价值，所以《潇湘晨报》紧接着于9月23号A4版进行了半版篇幅

的报道。 

对于这则“旧闻”，报社在时间上可谓找到了“最近点”。那么内容上呢？《潇湘晨报》不仅

采用了《广州日报》的稿件回放了整个事件、介绍了最新发展动态，即“两司机已被刑拘”，

而且刊登了记者探访张小英故乡所采写的报道《一个打工村的辛酸血泪史》，公布了《衡南廖

田镇河口村外出务工者死亡名单》，可谓由点及面，将对张小英事件的调查深入到对整个湖南

外出打工者生存状态的思考。值得提出的是，在版中，刊登了一幅图片，是一个月来三个在广

州非正常死亡的湘籍外出务工者或务工者子女的照片，并对今年8月13日、9月2日死亡的两人

做了简短的文字说明。黑白照片让读者深感凝重，发人深思。照片中小湘妹灿烂天真的笑容与

其悲惨遭遇形成了强烈对比，震撼人心。9月23日的报道引起了广泛关注，《潇湘晨报》便没

有就此打住，而是于９月２６日Ａ２４版半版的篇幅第三次报道此事，记者走近张小英一家这

个典型湖南籍农民工家庭以及他们的朋友，还原了千万个远在广东的湖南打工者的生活本真。

刊登深度报道《希望：晃动在飘忽的生活里——湖南在广东打工者生活状况不完全调查》，同

时配有记者手记《为什么悲剧才唤起注意》。 



短短５天内，《潇湘晨报》的三次报道由“完全转载——部分转载——全部原创”，逐渐深

入。这条因错过报道时机的“旧闻”经过三次处理后，仍体现了报道价值，获得了与“新闻”

同样的社会效益。 

通过《潇湘晨报》对张小英事件的报道可以看出，报纸做旧闻，尤其是那些错过报道时机的事

件性新闻，可以借鉴深度报道、后续报道的手法，使旧闻向纵深处发展从而变成新闻。 

２、古为今用：地方文史资料的运用 

地方文史资料，是指地方保存下来的记录社会变迁、世人心态和物质文化发展进程的历史资

料，它是整个社会的缩影，也是反映地方发展变化的重要见证。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

本土文化的重要元素，时代的发展不断赋予地方文史资料新的内容，也为报纸做“旧闻”提供

了鲜活的背景材料。 

那么，地方文史资料又如何运用于“旧闻”中呢？ 

第一、利用重大节假日或地方性的重大纪念日，将有关地方文史资料进行“定格”。 

稍稍留意就能发现不少媒体在对重大节日的报道进行策划时，文史资料被引用的次数和数量都

相当惊人，并且都是集中化、专题化的“大广角”。这样的今昔对比，历史回顾不仅能唤起人

们温故知新的感觉、拉近与读者的心理距离，而且有利于体现发展和变化。 

《潇湘晨报》就在2006年国庆期间推出系列报道“寻找老长沙角度”，主要通过当年的老照片

和现在照片的相互比照向读者展现长沙城发展的年轮。 

第二、地方文史资料要新鲜，尽量做到首次见报。 

仔细分析《潇湘晨报》10月1号至１０月6号连续六天的系列报道，报纸分别从全景、山、书

院、渡口、城、路等六个角度透析了老长沙与新长沙的不同面貌：共刊登照片３５幅，其中来

自《长沙老街》、《星城古韵图》等文献资料的老照片１９张，记者实地拍摄１６张；配文稿

７篇，其中记者采写６篇，资料选登１篇。这些从未见报的文史资料首次出现，新面孔带来的

新鲜感可想而知。无论是在长沙生活多年的读者，还是欲融入这个城市母体的新新人，都对报

道充满了期待。 

第三、标题制作要与文史资料相切合，力求新颖。 

深厚的文史资料作为新闻背景仍不足以吸引眼球，还需要制作具有亲切感又不乏时代气息的新

闻标题。例如，１０月４日的标题《渡口，桥：光阴的故事》和１０月５日的标题《看星城７

２变》，两者紧扣当天地方文史资料的主题，前者借用经典老歌《光阴的故事》让读者感受到

一股浓浓的怀旧气息，后者则显得现代、颇具动感。 

3、旧貌换新颜：版面的整体包装 

旧闻经过记者的内容再改造后，仍有被读者跳过的可能，此时就需要版面编辑的包装了。通过

由许许多多体现不同质感的视觉信息组成的版面语言来再次牵住读者的眼球，让其眼前一亮，

从而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 

黄伯云，这个衣着朴素的湖南人，在结束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连续六年空缺的历史后，入选

2005年度CCTV“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而名声大躁。《潇湘晨报》在过去的一年中对他的报道多

达10次，这个反复报道的新闻人物已经不算“新”了，一年后第11次报道“旧闻人物”，《潇

湘晨报》着实花费了一番苦心，在版面包装上尤为出彩。 

 



⑴、稿件篇幅长短结合，版面富有层次感 

  《湖南科技巨人系列报道*温润黄伯云》共有四篇文稿，其中最长的一篇位为版面左侧，

讲述了黄伯云的生平，点滴生活细节显示了他温润的性格和艰苦不懈的科研精神。在版面正下

方是一篇名为“高科技成果放久了就是朽木”的面对面采访，篇幅不及头一篇。最短的两篇文

稿是介绍黄伯云科研成果的《让原子“排队”》和《黄伯云大事记》，分别位于版面的左下方

和右上方。四篇文稿按其篇幅编排，错落有致，使得整个版面极具层次感，生动不呆板。 

⑵、照片大小搭配，版面冲击力强 

整版的报道中，报纸只选用了两张照片。第一张位于版面正中央，彩色照片近三分之一版面大

小，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与此同时在照片的下方配上颇有意味的文字说明：“抓拍黄伯

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他总是把后脑勺留给摄影师。如此正面、丰富的照片，是本报记者

在２个小时的专访后才拍到的。”第二张位于版面的右上方，是黄伯云陪吴邦国视察粉末冶金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资料图片。两张图片一大一小，相得益彰，使得整个版面具有冲击力。 

综上所述，新闻实践中不能回避旧闻，旧闻也是新闻的一种做法，很多新闻正是踩在旧闻的肩

膀上做得更好。当然，媒体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对重大事件的第一时间报道上，因此媒体仍以

追求最新最快的新闻报道为主，同时根据自身的特点和优劣辅以旧闻新做，融新旧于一体，使

两者相济相补，使读者各取所需。 

注释： 

①张骏德、刘海贵：《新闻心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2页 

②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1-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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