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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性风格与故事化手段的结合 

——解析《知音》的编辑特点 

任 婕 

摘 要: 对《知音》的编辑风格进行了研究，认为纪实性风格与故事化手段的结合是显

著的特点。讨论了这个风格在《知音》编辑流程中的正面效应及潜伏的隐患，提出应当积

极寻求对策，引导期刊健康发展。 

关键词: 纪实 故事化  《知音》 编辑特点 

  定时、定量、定向并模块化向人们提供信息是传统的期刊操作理念，它没有报纸那么

强调时效性，但以深度取胜；它也没有图书那么强调系统，但是信息分类明确。因此，期

刊从诞生之初就以从容精致的风格赢得了稳定的读者群。  

  随着信息革命的发生，人类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对信息的衡量单位从天缩短到时，

报刊之间的竞争也呈现白热化状态，报纸率先实现操作手法的期刊化，分类处理信息的手

段甚至比期刊更完善，这些都使期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于是期刊也开始学习报纸，

进行着期刊操作手法新闻化的尝试，不仅在选材上更倾向对社会热点、焦点、难点的关

注，而且在文章编辑方面借鉴了新闻写作的格式，并引入纪实性风格。但是，期刊一贯的

故事化叙事手法实际上与纪实性风格是有矛盾的，故事化就意味着对事件的叙述允许一定

的虚构和夸张，为了追求精彩情节，写作过程更多是由主观情感来掌控，这又恰恰与新闻

强调的客观真实相违背。如何寻求两者的契合点，平衡他们的关系，使期刊风格统一，在

这方面《知音》实现了纪实性风格与故事化手段较好的结合，并形成极具特色的编辑风

格。《知音》是如何调和这两者的矛盾并在编辑工作中体现这一风格呢？  

  1．有取舍地再现真实。任何报道都只是在无限接近真实，有倾向性有侧重点地客观

叙述事件。期刊的文章也同样，而且表现更明显。栏目设定的同时就确定了内容和基调，

比如《知音》中的《今日说法》栏目，就是选择有争议性的事件、案件来写，并从法律专

业角度切入这个事件本身，在展现真实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让人们认识相关的法律知识，在

达到警示作用的同时完成栏目普法的附加功能。在另一个栏目《爱心行动》则是选择有关

爱的话题，报道一个真实事件的同时不会过于追寻其中涉及法律或者经济内容的部分，而

是着重对爱心和真情进行描写，让读者感受到温暖，鼓励更多人献出爱心。因此根据栏目

的定位，对于真实事件的编辑加工是有取舍的。《知音》的文章大多取材自普通百姓的经

历，在追求事件真实再现的同时，更会注意根据需要对事件进行剪裁，比如对一些具有社

会普遍意义的问题或者事件本身的闪光点进行萃取，在保证真实性的前提下进行再加工，

使用文学的手法进行强调。如此一来，既使平淡的事件更富有戏剧冲突，更有可读性，又

不损害其真实性。  

  2．文学化地再现真实。真实再现事件的最佳报道方式当然还是新闻，既客观又精

准。但是期刊要更有深度和更富吸引力，就不能抛弃文学化的笔风和故事化手段。这两者

要结合就必须做到文学化地再现真实。就像《知音》所提倡的写作手法，采用新闻式写作

格式，并在其中穿插许多场景再现，甚至人物的对话和心理描写，以这种白描的文学手

法、简明的新闻格式润色，弥补其模式化的缺陷，同时又使故事的发展线索一目了然，结

构紧凑。  

  3．抒发情感与严格考证并重。期刊要增强感染力就必须以情动人，因此适当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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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发是必要的。编辑和记者以亲历者的身份加入到故事当中，也成为事件的一部分，在故

事发展时他们发表的感受能直接影响读者也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不损害事件的真实完整

甚至会增加其说服力。但是不仅要感染力强，事件展现的方式也要表现出严谨的态度。

《知音》就是如此，在故事中加入写作者的主观认知和感受，并发表专家和相关人员的看

法，不以偏概全，同时十分注重事件的考证，时间、地点、人物等数据都不含糊其辞，善

于使用明确的数据和数字体现真实性。  

  《知音》在编辑上兼顾纪实性风格和故事化手段，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文章读起来既

真实可信，又引人入胜。这两者的结合是可以产生良性效应的，总结一下大概有三个方

面。首先，文章在以情动人的同时启发人深思。故事化的叙事能够让读者很快在情感上接

受，纪实性的风格让读者认同事件本身，他们的结合能够给读者震撼，启发对自我的思

考。其次，编者发挥空间大，既能客观评价又能主观参与互动。只要尊重事实，编者有自

主权发掘事件更深层的隐含义、引申义，客观叙事的基础上更能发挥引导性，培养读者思

考习惯。再次，集中揭露社会问题的同时关注人性和人的生存状态。对社会目前存在问题

的真实再现除了有警示和督促改进的正面效应，其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不少，容易引发人们

对生活环境产生不信任感，故事化手段的加工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这个问题，并且可

以加强引导，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事件中反应的人性美好一面，以及人的生存状态可以改

善的话题上。如此才真正如《知音》所提倡的办刊宗旨一样，体现“人性美、人情美”，

让读者收获丰富信息的同时陶冶心灵。  

  任何一种期刊走向成熟、形成风格的时候，也是其模式化并可能导致停滞前进的时

候，也是需要警惕和思考革新的时候。《知音》作为一本综合性的生活类期刊，它的巨大

发行量和在同类期刊中的强大影响力都证明了它的成熟。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期刊编辑

工作出现了模式化、煽情化的隐忧。  

  翻阅多本《知音》可以发现栏目设置大同小异，比如2004年的栏目中《热点追踪》和

《知音热线》《知音报告》内容其实都集中在对社会丑陋现象的揭露上，而且取材不外乎

婚外情、畸形恋、政治丑闻，事件越来越骇人听闻、惊世骇俗。同时写作的方式相似性很

大，一段导语式的摘要，总揽事件脉络，然后逐一按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进行描述，中间

分阶段进行呈现，最后再进行总结，安插编后语或者专家意见对事件定性，千篇一律。同

样，标题制作也极尽煽情之能事，比如《包专机抢救情敌，宽恕叛妻真爱回归》《“金牌

少帅”，要将夫妻分居进行到底》《博士院长别失踪，“爱”惨了小情人就想溜？》

《“以情养情”，“双重二奶”一腔悲泪两手罪恶》等等，字里行间突出奇、险，刺激读

者的阅读，流于庸俗。如果放任如此倾向发展，可能导致期刊整体品位降低，失去读者支

持。《知音》模式化、煽情化从另一个侧面也体现了编辑格局的缺陷，尽管纪实性风格和

故事化手段两者结合起来能让期刊风格鲜明，但是如果没有把握好二者的平衡，不好的倾

向会愈演愈烈，只有在文章形式尽善的同时，追求丰富内涵，树立期刊的权威性、个性，

才是期刊健康发展的根本所在。  

  因此，在这个认知前提下，我们对《知音》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几点建议。1）把选材

范围拓宽，树立一种“大爱”观念，不论是亲情、爱情还是友情或者其他都要关注并且是

有意识调整比重的关注，不能为了追求轰动效果一味把事件引向奇特化、单一化。应该在

构建和谐社会文化体系的大环境下完成期刊所赋有的社会教化使命，向理性回归。2）强

调期刊的服务性，坚持陶冶人们心灵的同时也提供美好净化生活的方式，为读者提供实用

性强的生活指导，增加互动性，解决读者的困惑。  

    

  （作者：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系2004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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