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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报“神六”报道中的亮点 

内容提要：都市报是大众传播的重要载体。都市报对“神舟”六号的报道具有如下亮点：在科技报道中注入

人文精神、把英雄从“天上”请回“人间”、巧妙传播科技知识、读者与媒体互动。 
关键词：都市报  “神舟”六号  人文精神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结构转型，我国新闻传播业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以《华西

都市报》为代表的各都市报、晚报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都市报立足城市，面向广大群众；报纸内容生动、形式

活泼，深受读者欢迎。由于都市报和百姓的关系很密切，是受众了解国内外以及身边发生的重大事件的重要渠

道，所以它向普通受众传播信息的责任就显得犹为重要。 
“神舟”六号飞船太空飞行的圆满成功是我国科学技术领域的重大成果，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技术进入一个

新阶段。大部分都市报都开辟“神六”专栏，为全国人民及时、准确、全面地了解整个飞行的状况创造了关键条

件，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激发了爱国热情。笔者依据第二届中国报业竞争力年会揭晓的2005全国晚报都市类

报纸竞争力监测结果，[i]从综合实力前20名的部分都市报中随机抽取2005年10月12号至10月18号有关“神六”的

报道，经过分析发现这些报道具有出如下几个亮点： 
 

一、在科技报道中注入人文精神 
 

科学技术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回归人本身，人是目的，科技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科学精神其实本身就包含

了人文精神的质子。“科学精神，同艺术精神、道德精神等其它文化精神不仅在追求真善美的最高境界上是相通

的，而且是不可分割地融和在一起的。因此，作为整个人类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活动，它所体现的精

神本身就是一种人文精神，更确切的说，是人文精神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和人文尽管在关注的

对象上乍看起来有所不同，但在精神实质和深层底蕴上则是相通的和互补的。科学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即是人的价

值，科学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文精神。”[ii]建设神舟飞天工程是为了更好地开发利用太空资源，为人类长

远的可持续的生存发展创造条件。从这个角度说，“神六”距离普通人并不遥远。都市报通过全方位的报道把

“神六”和老百姓紧密联系起来，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把老百姓关心的看起来似乎不登大雅之堂的疑惑作出详细

解答，例如航天员在太空的生活起居是普通读者最为关心的问题，各地报纸似乎早就预见到读者的这一需求，在

“神六”升天后的最短时间内就向读者披露了这些“秘密”。例如，“航天员的吃喝拉撒”，“航天员吃喝容易

拉撒难”，“麻婆豆腐吃得爽啊”，“‘口香糖’刷牙纸巾洗澡”，“一支太空笔造价千余元”，“海胜玩饭盒

不知在直播”，“书记与航天员天地对话牵动费家人的心泪水是喜悦是幸福”，等等。这实际上体现了科技新闻

报道的一种进步，就是把受众的需求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想受众之所想，答受众之所惑，而这正是人文精神的一

种体现，即尊重并满足每一个个体的精神需求。 
 

二、把英雄从“天上”请回“人间” 
 

10月17号凌晨两位航天员从茫茫宇宙顺利返回地面，自主走出返回舱，标志着“神六”任务的圆满完成；而

我国媒体的这次报道也成功地做到了将英雄人物从“神”转化为“人”的人性化处理，从精神的层次上把英雄从

“天上”请回了“人间”。按照我国媒体以往传统的做法，如果这两位航天英雄诞生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

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一定会被神化，在相关报道中获得更多关注的肯定是他们的出生是多么根正苗红，他们如何非

凡地成长，他们又是如何地与众不同，这种报道决不会关注吃喝拉撒这些“有伤”英雄光辉形象的细节问题，或

至少不会象现在这样描述得如此细致。而如今我们看到，虽然关于费俊龙、聂海胜的报道频见于各都市报报端，

但媒体能够做到客观公正地报道人物的真实情况，既不夸张也不虚造，这样做不但没有损伤英雄形象，反而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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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人物形象更真实更亲切更具说服力。例如，“飞天勇士家人只爱平凡生活”，“航天员将去清华读研”，

“‘我们充满信心’”，“准画家描绘太空浩瀚”，“费俊龙谈生活”，“他人眼中的费俊龙”。神六工程的幕

后英雄以及其他工作、服务人员也被囊入新闻媒体的视野，例如：“我送‘神六’去飞天——记担负神舟六号飞

船押运任务的武警官兵”。费俊龙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神六”飞天后，当地房产商瞄准这个商机向费

家无偿赠送一套别墅，被婉言谢绝，这一事件被媒体报道并大加颂扬，但并没有刻意渲染他们是多么“无私”、

“本分”，让人对费家不慕金钱的品格由衷产生敬佩之情。 
 

三、巧妙传播科技知识 
   

 面对大众的科技新闻历来都存在一个如何将艰深晦涩的专业科学知识通俗易懂地传播给受众的问题。信息内容过

于专业化，势必造成受众“解码”的困难，或者误“解码”，传播链条出现断裂，信息没有达到目的地，这样的

传播是无效的。所以新闻工作者在“编码”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然而，对于没有接触过该领域相关知识的

大部分受众来说，不仅会存在理解上的障碍，而且会影响接受的兴趣。增强科技新闻的可读性，让科技新闻能引

领受众的兴趣并顺利地为受众所接受，从而实现科技新闻的传播效益，这是科技新闻传播的基本要求。“神六”

报道的最突出特点就是“通俗易懂”，各媒体纷纷使出浑身解数，综合运用生动的细节描写、活泼的情节、精彩

的照片、幽默的情趣感、浓烈的人情味、平实的语言，尽量使报道平民化。例如，《成都商报》有一篇题为《像

手轻轻推‘神六’再变轨”》的报道，对“神六”进行轨道维持作了这样的解释：飞船为什么要进行轨道维持

呢？据航天器运行轨道专家刘迎春博士介绍，飞船在飞行时，受大气阻力、地球引力等多种摄动力的影响，运行

高度会逐渐降低，偏离原定的标准轨道。在这种情况下，地面飞控中心需要及时对飞船实施精确变轨，为飞船成

功返回提供条件。报道用简洁明确的语言向读者传达了科学知识，不失为一则好新闻。 
四、读者与媒体互动 

   

 有的都市报别有创意地开设读者专栏，让读者与媒体互动。例如，杭州的《都市快报》专门开辟了读者专栏，让

普通百姓在这喜庆的日子里畅谈各自的感想和愿望，上至古稀老者，下至小学生，畅所欲言。例如71岁老人金家

勋说：“假如我是航天员，我将在太空，对地球上的人们说：地球原来这么小，让我们彼此友好相处，再也不要

斗七斗八，相互残杀，愿人类永久和平。假如我是航天员，我希望在太空看到：在中国台湾海峡上出现一座沟通

两岸的金桥，人们可以自由往来；在台湾上空出现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两岸实现和平统一。”《都市快报》还增

设热线电话，读者可以通过电话提出问题，然后由权威专家在报纸上作出公开解答。新闻媒体把航天科技这一高

科技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联系起来，为人们解疑释惑，并且为普通人抒发情怀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不能不说是

个明智的做法，这实质上也体现了对读者的尊重。 
虽然都市报对“神六”的报道可圈可点，但是其中仍然存在某些不足。这主要体现为庸俗化，比如南方一家

晚报竟以《惹一身羊骚》为题报道其记者进入飞船返回地面的遭遇，虽然体现了记者不怕吃苦的精神，但是文章

却强调因为主着陆场戒严致使记者无功而返的遭遇，似乎偏离了“神六”报道的主线，况且这件事本身并无多大

意义，而其叙述则采用流水帐的手法，显得庸俗无聊。还有的媒体利用“神六”升空的巨大影响为自己招财纳

宝。例如某报纸将一则医院广告和神六报道放在同一个版面上，并且各占半个版面，广告语则是“不同的领域，

一样的领先”，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精明的广告商利用神六在为自己做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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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ttp://news.sohu.com/20050806/n22658531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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