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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广播新闻的“杀手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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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视的兴盛，曾经辉煌一时的广播陷入了困境，“广老三”的称呼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广播

的尴尬。有人认为广播的衰落是由于电视声像传播手段的优势，我认为不尽然。否则如何解释

广播这些年在报纸面前也“直不起腰杆”？广播的困境，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没有发挥出广播

的优势。 

广播的优势是什么？是“快”！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无线手持移动电话的出现和普及，广播

在传播技术手段上比电视理应更快、更经济、更简便。但是，这些年由于一些非技术性原因，

广播的“快”不尽如人意。人所有的你没有，你所有的却又发挥不出来，这就是广播的困

境。  

网络时代广播“快”的优势如果仍然发挥不出来，在第四媒体的咄咄紧逼下，广播的发展将更

加艰难。第四媒体制作、发布新闻简便，可以随时发布新闻，也同样可以现场直播，在时效性

上毫不逊色于广播。再加上它在传播手段上的多媒体化，能轻松实现文字、图片、声音、图像

等报道手段的有机结合，优势更为明显。不仅如此，第四媒体还有一些长处，诸如：广播“稍

纵即逝”，不便保存，而第四媒体可以很方便地下载，可以反复收听阅读；广播是线性播出，

非得按时间顺序收听不可，而第四媒体采用超链接的方式将无限丰富的材料立体式发布，可任

意收听、收看，不存在传统广播“黄金时段”的概念，等等。  

了解广播劣势的同时，不妨也看看它的优势。身手不凡的第四媒体也有些不足之处。例如传播

中必须要有一台电脑，并掌握一定的运用技术；有时网上“塞车”，速度太慢，影响传播；网

上信息来源广泛，往往真假难辨、良莠不分……所以，广播尽管有种种劣势，但并不是不能在

网络时代生存，关键在于要坚决地、尽最大可能地发挥广播“快”的优势。  

事实上，广播新闻在“快”上有自己的拳头产品，这就是现场报道。在新闻发生的现场边观

察、边采访、边口述、边录音，不必在事后整理素材，撰写稿件，也不需要做复杂的合成，

采、录、播在新闻现场一次性同时完成，如果此时再同步播出去，也就是说新闻报道与正在发

生的新闻事件同步进行，还有什么报道形式比这更快的呢？  

问题在于，由于新闻观念上的诸多原因以及传统的生产模式，我国的现场报道绝大多数是录音

后播出的，很少做到与新闻事件同步。不进行直播的现场报道就如同一个短跑运动员以百米冲

刺的速度冲过大半程之后，临近代表胜利的红线时却突然散起步来，功亏一篑，十分可惜。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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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录播后的现场报道可以剪辑得更精细，也更简便、更灵活，但是新闻的时效性却被打了折

扣。因此，我认为，“现场报道＋直播”是网络时代广播新闻以“快”制胜的“杀手锏”。  

现场报道是广播新闻报道形式中最难的一种，最考验记者的综合素质，也是广播新闻中最具优

势的品种。西方新闻界认为，最优秀的报道往往就来自于记者的现场报道。在现场，记者要用

眼看、用耳听、用鼻嗅、用脑想、用嘴说、用手录音；现场报道篇幅虽短小，但记者采访前的

准备却不能不过细，占有的材料也不能少；现场报道由新闻事件的现场音响（包括人物访问）

和记者的现场叙述两部分构成，现场音响贯穿始终。记者怎么说、怎么问、怎么在新闻事件正

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在现场又看又说又录，“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尤其是不遗漏稍不留意就

错过的典型音响，都颇费思量……但是恰恰是现场报道的这些难度、这些对广播记者提出的更

高的要求，才让成功的现场报道拥有其它报道形式无法比拟的优势：时效快、真实感强、感染

力强。网上的文字报道自然无法与之相比；即便是网上广播，由于带宽等技术原因和接收技术

复杂等的限制，在音质音色和普及程度上，至少在现阶段无法和广播相比。  

广播界传统认为，现场报道“应用范围较窄，不是什么样的新闻事件发生，记者就可以赶到现

场去采录现场报道的”。除了认为现场没有什么典型音响的报道不宜作现场报道外，对现场报

道的题材限制也较多。我认为，作为现场报道来说，当然有声比无声好，有特点音响的题材要

比虽有音响但没有特点的要好。但是如果有的题材很重要，或者听众关注度比较高，为了争取

时间尽快播出，没有有特点的音响也可以进行现场报道。另外，现场报道的题材也一定要突

破。长期以来，我们的现场报道主要局限于一些重大的时政报道，如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重

要会议开幕、闭幕；或是一些重大体育赛事；重大节庆活动；工程奠基、竣工、剪彩等等。网

络时代，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广泛，丰富多彩的生活和个性化的凸现让

人们的兴趣点更多，应有更多鲜活的现实生活题材进入现场报道中。  

在这一点上，短短几年，第四媒体已在对突发性事件的报道上胜过所有传统媒体而见长。北约

导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台湾发生大地震都是第四媒体率先向国内播报。这种实时

性，一下子就动摇了许多人心目中一些传统媒体为获取新闻首选媒体的地位。其实对突发性事

件的报道，恰恰应该是现场报道的所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最负盛名

的记者爱德华·默罗的成名作《这———是伦敦》，就是他手持话筒站在德军轰炸的主要目标

之一的英国广播公司的楼顶上，迎着敌机的狂轰滥炸，现场播出战况。这是最著名的现场报

道。因此，重视对突发性事件的报道，进而放宽题材的种种限制，现场报道的优势才有更多表

现的机会。  

过去由于设备条件和记者自身条件的限制，尤其是多年来形成的“写稿、播音、制作”的传统

生产模式，现场报道的运用受到束缚。如今技术问题已得到解决，随着一些语言表达能力强的

同志充实到记者队伍中来，现场报道理应大放异彩。关键是采、编、播、制、发分离的局面要

改变。  

网络时代将不再以“日”为计时单位，要想和随时滚动发布、不断补充新内容的网络新闻比速

度，尤其是充分发挥现场报道在时效性上的优势，广播新闻只有在整个电台节目处于直播状态

下才能不受截稿时间的限制随时插播。  

从1986年广东珠江经济广播电台推出全天大板块主持人节目以来，从技术上来说，主持人直播

节目已渐趋成熟。但是由于发展太快，对出现的一些问题没有及时研究解决，各电台之间只是

 



简单照搬、相互模仿，再加上人才培养不力、配套措施没有跟上，节目松散、内容浅薄、粗制

滥造、语言不精、用词不当、表述不明等问题显现，影响直播节目的精细度和“含金量”，造

成直播节目精品意识淡化，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一些政治事故。于是，一些人对直播提出了质

疑。  

直播中出现的问题应该正视，但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否定直播。直播、录播各有优势、各有

所长，应该相互配合，才能全面发挥广播优势。但是我认为，从整个播出状态来说，应以直播

为主。各档节目可以录制一部分内容，但广播电台应始终处于直播状态中。也就是说，由主持

人来把握节目的进程，而不再只由技术人员进行调控。代表采编人员的主持人更多地参与了播

出环节，此刻是录播还是直播，应变更加灵活。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让鲜活的现场报道在

第一时间传回电台并同步发布出去。  

直播的好处除了保证时效这一点以外，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弥补广播的不足：第四媒体在发布

新闻事实后，往往能很快地以链接的方式提供一些相关的背景资料及资讯。如果记者将现场报

道同步播出的同时，直播室外的编辑和直播室内的主持人迅速查找新闻的背景材料并适时播

出，将使报道更加厚实、更有深度。  

更广泛、更灵活地运用现场报道的形式，并以直播的状态确保现场报道的随时插播，将广播的

速度优势发挥到极致，并借助网络传播的某些长处，让广播传播得更快、更广、更深，才是网

络时代广播新闻的安身立命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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