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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 ,新闻改革不时碰壁 ,有识之士纷纷提出“新闻纸 ”的回归

问题进行探讨与反思 ,认为由于忽视了新闻的客观规律和属性 ,需要对其进行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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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称“报纸”为“新闻纸”( newspaper) ,日本人把“新闻”称为

“报纸”,因此 ,日本的报纸一般都叫“新闻 ”。如《读卖新闻 》、《朝

日新闻》、《每日新闻》、《产经新闻 》、《日本经济新闻 》等。可见报

纸的本质就是传播新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

成 ,报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起来。从建国初期的三百八十多家

报社 ,到如今已经有两千来家 ,再加上新闻性的杂志、电台、电视台

及网络媒体的兴旺 ,“新闻大战”硝烟四起。由于对市场经济认识

不足 ,以为市场经济就是挣钱 ,于是引进了外国媒体的竞争手段 ,

不惜成本 ,大肆扩版 ,让广告占据了大量的版面。据某媒体研究中

心对二十个主要城市的都市报版面统计 ,日平均版面七七 ·八版。

有的所谓纪念特刊竟多达三百至五百个版。大量的垃圾广告 ,使

读者也大量流失。据 2005年的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媒介管理研究

所抽样统计 ,由于广告市场的萎缩和转向其他媒体 ,一些过去业绩

很好的报业集团 ,因一味依靠广告营销 ,其经营业绩大幅度滑坡 ,

以至于出现负增长 ,有的还自行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我们许多

报社始料不及的。广告不再可靠 ,痛定思痛 ,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提

出 ,应回到报纸的根———“新闻纸 ”上来。计划经济时代的摊派分

配制已经一去不复返 ,而转向了以读者为中心的买方市场 ,报纸对

读者没有了强制性。怎样才能把过去忽略的主人 ,广大的读者请

回来呢 ? 就必须弄清几个最基本的问题 ,进一步明确办报方向 ,理

清思路。

一、事实、新闻和新闻价值关系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作为服务于经济基础的

上层建筑的新闻 ,也需要进行改革。新闻要改革 ,就必须了解新闻

的性质。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在这里非常明确地提出

了新闻的三个特征。首先 ,它具有时间要求 ,要新 ,以区别于旧 ;其

次 ,它是事实 ,即必须是真人真事 ,不能有半点虚构 ;其三 ,它是报

道 ,即必须是以语言、文字、图像等把事实告诸公众。而新闻价值

则是衡量事实是否作为新闻价值报道的标准。我们知道 ,新闻是

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在人类社会生活中 ,新近发生的事

实可谓成千上万。能否都作为新闻 ,全部加以报道呢 ? 显而易见 ,

这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记者对所发生的事实进行掂量、筛选 ,这

种衡量和筛选的标准 ,就是新闻价值 ,而新闻价值必须是事实本身

具有能够构成能新闻的各种因素的总和。它是客观存在的 ,是不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必须具有真实性、新鲜性、重要性、显著

性、接近性、情趣性。因此 ,新闻价值又和记者的识别、鉴定能力有

关。它是使事实能否成为新闻 ,并加以报道的关键 ,也是衡量一个

记者的新闻敏感性和职业素养的重要标准。对于如何掂量新闻价

值的轻重与主次 ,林枫先生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新华社电

发的第九届亚洲女篮锦标赛的消息。其导语是 :“第九届亚洲女子

篮球锦标赛今天在这里闭幕。南朝鲜队、中国队和日本队分别获

得冠军、亚军和第三名。中国女篮第一次获得参加世界锦标赛的

资格。”导语里提到的三个重要事实 ,都具有新闻价值。但如何处

理这三个重要事实 ,尽量突出最有新闻价值的事实。在各地报纸

转载的标题处理上就分出了高低。如当时《重庆日报》,肩题是“亚

洲女子篮球锦标赛闭幕”;主题是“南朝鲜中国日本三队分获前三

名”;副标题是“中国将代表亚洲参加第九届世界女篮锦标赛”。完

全按照新华社电文的顺序。而《人民日报 》却是以主题“我女篮获

参加世界锦标赛资格 ”;肩题“第九届亚洲女篮锦标赛闭幕 ,南朝

鲜、中国、日本获前三名”。只把原稿的顺序调整了一下 ,就突出了

最有新闻价值的事实 ,稿件质量自然要高一些。这看似简单的方

式 ,如果没有对新闻的本质属性、新闻事实、新闻背景的深刻了解 ,

较全面的知识、丰富的新闻阅历与实践 ,哪怕是依样画葫芦 ,也往

往会弄巧成拙。如今年一些报刊转载的“中国登月计划 ”的消息。

其来源同样是三条重要事实 ;一是中国在准备 2017年的登月计

划 ;美国在准备 2018年的登月计划 ;欧空局在准备 2023年的登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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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这三条重要事实中 ,对中国人来说 ,最有新闻价值的无疑是

中国的登月计划。为了突出最有新闻价值的事实 ,《重庆日报 》在

头版标题新闻中以主题“中国抢先美欧 , 2017年前后登月 ”;副题

是“中科院院士欧阳自远透露 :美国和欧空局的登月计划分别是

2018和 2023年”。其第四版正文主题是“2017年前后登月 ,中国

要抢在欧美前”。从该报标题看来 ,的确很有新闻价值。我们盼望

已久的在航天技术上赶超欧美 ,终于将成为事实 ,真是大快人心。

可是对于了解一些新闻背景的人们看来 ,此条新闻有失实之嫌。

因为早在 1969年 7月 16日 ,美国阿波罗 11号飞船 ,曾载三名宇航

员进行了登月飞行。其中两名宇航员还踏上了月球地面。当第一

名宇航员阿姆斯特登上月球地面时 ,时间定格在美国东部时间
1969年 7月 20日 22时 56分。在别人登月 30多年后 ,“抢先登

月”又何从说起呢。这种为了突出新闻价值 ,而夸大事实 ,使读者

感到是在愚弄他们。会使报社多年树立的可信度受到损害 ,严重
的还会造成读者群的流失。可见真实是新闻的生命 ,稍有偏离 ,就

会造成致命的伤害。事实证明 ,事实、新闻、新闻价值都有其客观
规律 ,必须尊重事实 ,实事求是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二、宣传、舆论与舆论引导关系

宣传、舆论和新闻都属于大众传播。

宣传是对群众说服讲解 ,使群众相信并跟着行动。它是传播
的一种思想、观念、态度和主张。宣传的作用表现在对接受者态度

与行为的影响程度。宣传讲究的是宣传价值 ,它是按照宣传者的
需要来进行的 ,并以此作为其选择宣传内容的标准 ,根据内容和材

料是否符合其宣传需要与意图 ,是否有助于实现其宣传目的而进

行取舍 ,含有极强的功利性和倾向性。从新中国成立以来 ,政治运

动不断 ,新闻就成了宣传和教育群众的工具与手段 ,报纸也成了宣

传的代名词。于是人们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新闻与宣传、教育画

上了等号 ,把报纸与读者的关系 ,误认为是教育和受教育者的关
系 ,片面地强调政治性与宣传价值 ,以致一度颠倒了新闻价值和宣

传价值的位置 ,其结果是被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四人

帮”把此发展到极致 ,把新闻机构变成了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 ,以

教育者自居 ,压制不同意见 ,大搞“一言堂 ”。为了他们的政治目

的 ,不惜歪曲事实、颠倒黑白 ,肆意践踏新闻的客观规律和特性 ,为
达到个人目的 ,不择手段 ,完全不顾新闻价值。如 1969年 ,美国两

名宇航员第一次登上月球 ,这是人类重大的科学创举 ,极富新闻价
值。“四人帮”却以不为霸权主义涂脂抹粉而不予报道。连 1976年

的唐山大地震 ,一座上百万人口的城市被毁灭 ,也未让民众知道。在

他们看来 ,只有篡党夺权才是当前最大的政治。这种只讲宣传价值 ,

不顾事实与新闻价值的作法 ,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说到了宣传 ,必然谈到舆论 ,人们们平常总是把舆论宣传连在

一块说。其实 ,舆论和宣传是有区别的 。舆论通常是指利害关系

相近的人们对某种事情大体一致的议论。它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和

明确的共同信念 ,能有力的规范人们的行为和态度 ,具有一种普遍

的、无形的、强制的力量。因此 ,舆论具有公开性 ,倾向性 ,公众性

与多样性 ,同时它又是种社会现象 ,可以反映民心的向背、社会风

云的变幻 ,对个人的荣辱、国家的兴衰 ,具有广泛的影响。西方学

者往往把舆论看作是一种仅次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力

量 。可见舆论的威力和强大的潜在力。因此 ,舆论具有新闻价值 ,

是新闻报道的重要内容 ,而新闻报道则是舆论传播的重要手段之

一。毛泽东同志曾指出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 ,总要先造成舆论 ,

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在提倡“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年

代 ,有人干脆提出“新闻事业是阶级舆论的工具 ”。到了“文革 ”

中 ,报纸、电台等机构进一步演变成了阶级的专政工具。可以宣布

谁是“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 ”、“叛徒 ”、“黑帮 ”,还能对官

员进行撤职、罢官。“四人帮”为了自身目的 ,制造了“事实要服从

路线斗争的需要 ”的新闻理论 ,有意颠倒事实、新闻、政治之间关

系 ,抹杀了新闻的真实性。可称为世界新闻史上的“天方夜谭 ”。
其实 ,新闻充其量也只能算作传播新闻为主的舆论工具之一 ,对舆

论只起着引导的作用。一种舆论的形成 ,首先要符合客观实际与

客观规律 ,其次要符合公众的意愿与要求 ,最后还要符合历史发展
的趋势 ,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新闻媒体。所谓舆论引导 ,只是通过

有目的地选播具有倾向性的新闻报道 ,引导读者去正确看待社会
问题 ,提倡某种社会风气 ,借以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它对接受者完全没有强制性与约束力。新闻舆论的基础必须是

新闻事实。正如陆定一所说 ,事实与新闻政治性二者之间的关系 ,

万万颠倒不得。一定要认识事实是第一性的 ,一切“性质 ”,包括

“政治性”在内 ,与事实比较起来都是派生的、被决定的、第二性的。

三、新闻价值与宣传价值关系
不可讳言 ,新闻是一种宣传工具。它的传播范围和受众之广 ,

是其他传播方式不能企及的。它的特点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

道。因此 ,新闻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宣传则着重于宣传者的观

点、态度 ,具有功利性和主观性。而我们党一贯提倡的是尊重事

实、实事求是。所以 ,在事实和宣传二者的关系中 ,事实是第一性

的 ,宣传是第二性的。新闻要以事实来说话 ,哪怕是一个细小的情
节 ,一句简短的对话 ,都必须真实容不得半点虚构。只有真实 ,才

能得到大众的信任 ,才能引导舆论 ,宣传民众 ,团结民众 ,为共同目

标奋斗。怎样才能把新闻价值和宣传价值较好地结合起来 ,产生

较好的社会效果呢 ? 笔者认为还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

一要以事实说话 ,平易近人 ,淡化说教色彩
新闻传播对读者不具有强制性和约束性 ,它所体现的立场、观

点是建立在新闻事实的基础上的 ,是由事实派生出来的。而事实
是客观存在的 ,是不能改变和虚构的 ,任何人脱离事实本身来讲立

场、观点 ,都会成为“克里空 ”;而板起面孔、以教师爷自居的说教 ,

则会为民众所不齿。如何掌握这种分寸 ,既能体现新闻价值 ,又能

具有较好的宣传价值呢 ? 被评为第十五届“中国新闻奖 ”消息一等

奖的新华社稿件———《胡锦涛与艾滋病人握手鼓励患者战胜病魔 》

就较好地处理了二者的关系。能够把如此重大的新闻写得平易近

人 ,让人感到可亲可敬 ,又不露任何说教痕迹 ,足见作者的深厚功

力。可以说是近年来消息稿中的佼佼者 ,在新闻稿中 ,较好运用

“三贴近”原则的范例。

二要以真情感人 ,精选细节 ,切忌画蛇添足

要感动别人 ,必须感情真挚 ,符合人之常情。一个真实的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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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往往会催人泪下 ,引起受众的心灵震撼。新疆日报获得第十五

届“中国新闻奖”通讯类一等奖的《达吾提 ·阿西木北京探亲记 》,

就是以情真意切 ,真实的细节 ,朴素的对话来打动人的。作品采用

平实的语言 ,抓住最具表达情感的几个细节 ,如叙家常 ,娓娓道来。

如写见面时长达一分钟的拥抱 ;写握手 ,从总理拉着达吾提的手坐

下 ,到送出门时的“一路上拉着达吾提的手 ”;写互送礼物 ,从总理

签名送达吾提画册和笔记本 ,到达吾提亲自给总理戴上所送的维

吾尔族花帽 ;然后请总理一起合影留念 ;最后总理叮嘱到北京再来

中南海。由于人情味浓 ,细节虽多 ,可读者不觉多 ,一个亲民爱民、

求真务实的国家领导人的形象跃然纸上。具有极高的新闻价值和

宣传价值。这和新疆电视台获第十四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新

闻———《北京有个总理也是你的亲人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但电视

新闻标题更吸引人 ,内容也较为集中。

三要以新意动人 ,小中见大 ,注重舆论引导

同一新闻线索 ,谁的切入点新 ,原创性多 ,就能抢得先机 ,赢得

更多的读者。如《北京青年报》对一个劳改服刑人员从冰窟中救出

两个警察的小孩 ,可警察毫无反应地带走了孩子 ,救人的服刑人员

却死在了冰河之中事件的报道。作品没有采用简单的道德法庭式

的报道方式 ,而是对服刑人员如何从罪犯到舍己救人的转变过程

进行了报道 ,既使当事警察受到教育 ,又取得了积极的社会反响。

四要以深度感人 ,点面结合 ,注重人文关怀

近年来 ,对一些突发恶性灾难事故的报道 ,新闻机构重新赢得

了广大读者的信赖与关注 ,对社会的安定和谐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重庆日报》对 2003年底和 2004年上半年两次突发重大灾难性事

故的报道 ,就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其重点之一 ,就是对人生命与生

活的高度重视。如对“开县井喷 ”事故 ,就有“搜救行动 ”、“群众转

移”、“灾民安置”、“八方支援”等报道 ;对“重庆天原化工厂发生的

氯气泄漏和爆炸事故 ”,就有“十五万城市居民的紧急疏散 ”、“居

民安置”、“伤员救治”、“居民返家 ”等报道。本着高度的社会责任

感 ,该报采用了新闻图片、动态消息与深度报道“三位一体 ”的报道

模式 ,使百姓能够全面了解事故原因、受灾情况、处理措施等重要

事实。尤其是一些深度报道 (是国外优秀报业赖以生存和增强竞

争力的法宝 ) ,为有关部门提供了处理事故的某些依据。这些报道

既安定了人心 ,又体现了政府的积极作为 ,起到了较好的新闻作用

与效果。报社还由此总结出一整套处理此类事件的科学管理制

度 ,增强了竞争力。

由此可见 ,新闻价值与宣传价值是能够很好地结合的。但新

闻事实是第一位的 ,是永远不能颠倒的。

四、结语

“新闻纸”的回归是新闻改革经历多年反复实践后 ,冷静思考

的结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 ,必然引进竞争机制 ,优胜劣汰。

面对残酷的现实 ,我们更应该认识到自觉遵循新闻的客观规律和

属性的重要性。由于信息是产业 ,传播新闻的报纸也就作为商品

而进入市场。可新闻又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商品 ,它有商品的属性 ,

但又不是完全的商品。因为它的宣传价值和舆论引导作用 ,不是

市场价值能够确定的。它既需要参加竞争 ,占领市场 ,同时又要承

担较多的服务功能。因此 ,把报纸当作纯粹的商品 ,或者当作赢利

的工具 ,都是不太可能的。就连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读卖新闻 》,

报纸本身都不大赢利 ,能赢利的是报业集团下的其他实业。这也

告诉我们 ,报业集团应该是多种经营的集团。反过来看 ,如果报纸

能够受到读者青睐 ,就能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方面取得成功。

试问 ,有哪一个商人会去找一个没有多少读者的报业登广告和做

生意呢 ? 反之 ,由于“新闻纸 ”的回归 ,报纸重新赢得了读者 ,读者

的选择也必然成为报纸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于大众的巨

大推动力。新闻业进入市场经济 ,必须要有齐备的法规 ,而我国的

《新闻法》尚未制定出来。我们期望着一部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新闻法》早日出台 ,以解决新闻改革中的无规则现状 ,让新

闻改革能够健康有序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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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journalism reform i s confronted with a lot of diffeculties. Scholars p ro2
pose the issue of the real function of newspapers for peop le to discuss and to think about. They hold that the

objective laws and attributes of journealism has been overlooked, which should be re - educated to peop le con2
ce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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