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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大军压境，地下短兵相接，多种媒介的激烈竞争中，广播新闻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一是移动中的入耳入心 

随着电视在农村的普及，广播的核心听众越来越由乡村转向城市，在城市中又越来越集中到移

动中的人们，听众——或者说当今听众的主体——正迅速集中到“动众”。这些动众同时又在

做其他事，他们是“三心二意地听”。要让他们入耳入心，就得针对这些特点。内容方面，信

息简明单纯，或者，将复杂长篇分解为短小精悍的信息单元；形式方面，包装尽可能鲜活与便

于接受。《面对五亿元巨款亏损——说的是攀钢集团公司万众一心渡难关的事》，在如何把一

个大题材分解、切割、化整为零，再加以精心包装（补充细节、情节，增加悬念等等）方面，

作了成功的探索。新闻的主体是三个故事：“特殊的红包”（元旦前集团发给下属公司必须消

化的减亏指标）；“完不成任务自摘乌纱帽”（一个厂长在职代会上的演说）；“董事长收到

匿名信”（一个工人的来信）。三个故事，反映出公司上层、中层和基层对危机的态度。而对

“三心二意的动众”来说，他们听进任何一个故事，也对公司如何应对危机有个大致的了解。 

说到广播，我们容易想起老干部拿着巴掌大的半导体一边散步一边听新闻，这就是个早期的动

众。现在这个老干部还在，不过他也“与时俱进”了，也许在健身、在遛鸟、在打麻将……还

有一批更年轻的、规模不断增大的动众，开车族、有车族、骑车族……瘦身族、暴走族、乃至

狂发短信的“拇指一族”……营销学家菲利普·科特勒认为，现代人越来越成为“多重程序并

行的消费者”，他可能一边骑自行车，一边听广播。他同时做两三件事，主要是因为现代人想

做的事太多，而时间越来越不够，越来越昂贵。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越是城市化、现代

化，生活节奏越紧张，时间也就越昂贵；而广播，是唯一可以增加“听”这一“程序”却几乎

不干扰其他程序的，因而成了最节约时间的接收信息方式。而这也就意味着，越是城市化、现

代化，动众，就会越来越成为听众的主体。如何提供“短而活”的信息让他们入耳入心，也就

成了广播新闻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二是危机时刻的异常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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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众的收听往往是不专注的、三心二意的，何时专注？除了一些个人感兴趣的信息，普遍地是

在社会面临危机时。像《保护母亲河，攀枝花在行动》，讲到当地的环境污染，“人的生命比

什么都重要呀，人的健康生存比什么都重要！如果还是长期的亚健康状态，我们的生产建设还

有什么意义？我们吸了半辈子烟尘，不能让我们的后代再吸了！”这样的题材，这样的话语，

一听就被紧紧粘住！ 

美国传播学家梅尔文·德弗勒提出了“媒介依赖论”。认为受众对媒介的依赖有两种情况：一

是日常依赖，为满足一般信息需求他习惯使用某些媒介；二是异常依赖，社会重大变化，情况

不明，急于从媒介了解情况，依赖明显增加。这时，哪个媒介能及时充分提供信息他就转向

谁，不惜背弃自己多年使用媒介的老习惯。那么，当社会面临危机时，受众最容易“异常依

赖”的媒介是什么？是广播！只看在今年伊拉克战争期间，有多少人在认真收听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直播“海湾零距离”。电视有画面，网络也及时，但人总要干其他事，总不能整天守在电

视电脑跟前；作为“多重程序并行的消费者”，最节约时间地及时、乃至即时得到信息的最好

方式，就是听广播！从这个意义上说，广播天然就是一种“危机媒介”！或者说，它在危机时

刻的直播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和平时期的危机突出表现于各种突发事件。经过今年的“非典”疫情，政府与新闻界都在反思

改进突发事件报道。今年6月，上海市委宣传部与市记协召开“改进突发事件报道研讨会”。

宣传部长王仲伟到会指出：随着突发事件出现概率的提高，要不断提高报道突发事件新闻的水

平。要完整理解新闻报道所承担的责任和肩负的使命。这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及时播报事件真

相及发展进程的消息；及时报道党和政府应对、回应突发事件的方针、举措和措施；通过及时

有选择地传播专业权威知识，帮助公众正确理解事件的性质及学会恰当应对；根据民众心理状

况，及时引导民众心理情绪和行为；及时澄清广泛流传的且具有危害性的谣言或严重失实的信

息。这五个方面是多么广阔的天地，天高任鸟飞，广播大有可为。 

三是调动听众的想象力 

电视新闻的最大优势在现场，在声像合一的现场感；广播新闻呢？优势在由言语调动想象力。

美国作家斯坦·弗雷伯格为了说明广播调动想象力，虚构了存在于听众头脑中世界上最大的冰

淇淋。他告诉听众他如何把密执安湖舀干，再灌上巧克力糖浆；接着冰淇淋像雪崩一样直冲下

来，然后又灌奶油。最后，在2500人兴高采烈的欢呼中，加拿大皇家空军在奶油冰淇淋顶上放

置一棵巨大的野樱桃树。“好吧，”弗雷伯格说：“在电视上试试吧！” 

以上例子的想象力是宏观上驰骋广阔时空，广播调动想象力还能在微观上深入细微心理，宏观

与微观相结合，给听众置身“精鹜八极、心游万仞”想象情境的特殊兴奋。像广播特写《乐

魂》讲纳西古乐的核心人物宣科。江泽民主席来到当地，听完古乐演奏，宣科送他出门。宣科

回忆：“他给我说几句英文：‘我看过你的《东方之子》节目，你的英文说得不错’。我说

‘是’，我只会说‘是’。又问：‘你家里有多少人？’我又说‘是’。哎呀！答错了，紧张

了点。因为大人物在旁边，我就比较紧张。然后又问：‘你家里有多少人？’，旁边人都提醒

我说‘主席问你家里有多少人？’。我答‘哦，三个人，一共四个’。（笑声）语无伦次哟！

所以，人还是会紧张的，是不是？……然后嘛，他就给所有欢呼的人招手致意。我看来我也要

动一动，所以我也招手了。我有这样的相片，就是江主席和宣科先生向人民大众招手致意的相

片。真的；我敢做的！” 

宣科的所有心理活动，也拿去“在电视上试试吧！”就让宣科在电视上同样说这番话，那效

果，也肯定不如广播。因为前者出画面，观众看到“说话的脑袋”，这现场感反而会限制想象

力，使观看变得消极；后者不出“说话的脑袋”，靠言语调动想象力，让人体验到宣科此时此

地种种“微妙的心灵”。“听众”比“观众”有更多的参与，这正是广播的魅力所在！ 

注：该文是在四川省广播电视学会2003年11月于攀枝花市召开的“韦光海广播新闻作品研讨

 



会”上的书面发言，文中举例为韦光海作品。 

韦光海，现为《攀枝花广播电视报》总编辑，曾任攀枝花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主任，其作品多

次获得国家、省级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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