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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时评指网络媒体原创首发的、具有网络特点的时事评论作品。网络媒体具有与

传统媒体不同的特点，与此相适应，网络时评也应该与传统时评有所不同。为了使网络时评的

特色更加鲜明，编辑与作者都需要有意识地、自觉地进行努力，探索怎样使网络时评逐步完

善。 

一般说来，网络时评的特点以及相应的探索方向主要是： 

一、 反应速度更快，时效性更强。新的新闻事件发生了，新的新闻事实出现了，在传统媒体

上往往要在一两天后才能看到相关的评论。网络媒体则不同，当天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评论。为

了与这种生产周期相适应，网络媒体的生产方式应该有所创新，才能在引导舆论上走在传统媒

体前面。 

现在，有些网络媒体开办了观点碰撞、交锋之类的栏目，体现了引导讨论的意图，也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可是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必须等到有了正反面的观点才能制作，因此往往要落到传

统媒体的后面，也许这就是最早推出这个栏目的人民网一度取消了观点碰撞的深层原因。 

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设置“评论靶子”之类的栏目加以解决。就是把希望讨论的新闻事

件以及与其相关的、以前的评论放在一起，引导网友围绕这个中心做文章。为了与论坛进行区

别，这里应该主要不是发帖子之类的快评，而是要提出观点并且加以阐述、论证的、有一定深

度的“文章”。 

二、更加短小精悍、生动活泼。为了做到反应更快，要求作者一发现写作由头，立即构思下

笔，在一小时左右拿出一篇千字文。这就需要直接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不允许象写报刊文章

与学术论文那样去查资料，也就不可能长篇大论。 

为了能够抓住网友，吸引他们点击你的作品，在表达上一定要注意生动活泼，尤其要重视制作

一个引人入胜的标题。题好一半文，网络时评的标题特别重要。如果网友看到标题太平了，激

不起兴趣去打开你的文章，里面内容再好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二、 互动性更强，时评精品往往是在作者、编辑、读者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如果没有编辑

与作者的良好互动，里程碑式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就不可能是最终的样

子。现在，网络的出现极大地方便了编辑、读者、作者之间的互动，我们也应该利用这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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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创作一些优秀的作品。 

我的设想是，编辑可以根据编辑部的意图，在作者队伍中选择适合某一话题的作者约稿。遇到

“有瑕之璧”感到放弃可惜时可以把修改意见反馈给作者，看他能否改进。作者应该理解、尊

重编辑的意见，同时在写作时参考网友们关于这个话题的种种“说法”，尽量丰富、完善自己

的作品。 

作品发表并不是互动过程的结束，而是新的开始。网络时评只要还在网络上就具有未完成性，

只有把它们以及发表后的有关信息（如转载、批示、网友反映情况）搬到纸面上才是一个过程

的结束。每家网站的网络时评应该每年度出一本书，以展示风采、扩大影响、方便保存。 

网络时评不仅存在于各家网站的观点、言论、评论频道，而且存在于他们的论坛中。我个人认

为，强国论坛深水区“数学”网友的评论堪称“网络时评典范”。不仅他的观点能够发人深

思，而且他的表达如行云流水，让人爱读，还常常感到读后满齿生香。有志于成为网络评论家

的作者，不能不认真研究“数学体” 时评的特点并注意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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