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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与创新
———论郭玲春新闻作品的文体特质及贡献∗

刘　 勇

（安徽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

摘　 要： 在新时期的新闻文体发展中，新华社记者郭玲春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她在“追悼

会新闻”和会议新闻的写作中，率先突破“新华体”的僵化模式，拓展了会议新闻写作的新途

径，并逐渐在新闻写作中形成了其与众不同的个人风格，由此奠定了她在新时期新闻文体发展

史上的重要地位，引领了新时期的新闻写作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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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记者则是历史初稿的记

录者。 在 ３０ 多年的新闻改革中，新闻记者始终是

直接参与者与见证者。 记者的新闻观念、思维方

式与新闻实践都会对新闻文体的发展产生重要甚

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因此，考察新时期我国新闻

文体的变革，“记者”是我们绕不开的基础性维

度，诚如有研究者提醒的那样———“新闻学的研

究，勿忘记对人的研究———那些在新闻传播中的

历史的人、现实的人、实践的人” ［１］。 根据 １９７８
年以来新闻文体的变化脉络，我们尝试从“新闻

共同体”内基本达成共识的名记者群体中，寻找

那些主导了某一特定时期的新闻文体发展潮流的

“名记者”予以考察。 换言之，他（她）必须首先是

业内公认的“名记者”，同时，其影响力更多的是

体现在新闻文体范畴内。 循着这样的理路，“郭
玲春”的名字时常跃入我们的视线。 在名记者辈

出的 ８０ 年代，郭玲春凭借自己深厚的文字功底和

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率先突破了“新华体”的束

缚，拓展了会议新闻写作的新途径，并逐渐在新闻

写作中形成了其与众不同的个人风格，由此奠定

了她在新时期新闻文体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第一次冲刺”：“追悼会新闻”的
突破

从 １９８０ 年开始，新闻界呼唤新华体的改革声

音不绝于耳，但真正敢于触碰这根敏感“神经”的
记者凤毛麟角。 新华社记者郭玲春就是其中的典

范。 她首先从“新华体”最为敏感、也最为刻板的

报道 类 型———“ 追 悼 会 新 闻 ”———予 以 突 破。
１９８２ 年，她撰写的消息《金山追悼会在京举行》，
因其在写法与结构上的创新而获得了当年的“全
国好新闻评选”一等奖。

从文体创新的角度看，这篇消息的特色主要

体现在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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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突破了“新华体”的僵化模式

按照西方新闻界的划分标准，“追悼会新闻”
一般归于“讣闻报道”范畴，其基本理念是“着力

寻找普通人一生的闪光点”。 与西方讣闻报道相

比，中国的“讣闻报道”多在“新华体”的框架内。
“新华体”是新华社长期报道国内外新闻所形成

的一种独特的写作体式。 由于新华社在我国新闻

界的特殊地位，同时也因为“新华体”在结构和叙

事等方面的各种优点，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前，“新
华体”始终是“宣传范式”下的主流报道体式，在
我国新闻文体发展史上发挥了巨大的历史功绩。
但是，一种文体样式一旦被固定化并且呈现出

“一体独大”的状况时，就容易陷入模式化、刻板

化甚至僵化的境地。 新时期以来，面对日渐丰富

的文体实践，“新华体”在刻意强调规范化“定体”
的同时，其缺陷诸如用语的“八股化” 与“名单

学”、信息的空洞化、结构的单一化与模式化等也

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 长期以来，我国“追悼

会新闻”的实质是有“讣告”无“新闻”，有“会议”
无“信息”，严肃有余而人情味不足。 而且，这类

报道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意味，在报道对象的选

择上首先必须考量的就是逝者的身份、级别与地

位，往往不够一定级别是很难见诸报端。 与此同

时，这类报道的格式也基本趋于僵化。 有人将这

种写作模式总结为：“导语说明某同志的追悼会

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举行；依次写哪些领导人送

了花圈，出席了追悼会；某领导人致悼词，摘录悼

词的主要段落，对被追悼者的一生作出评价，号召

人们学习他的某些方面品质；领导者向家属表示

慰问；多少群众参加了追悼会；最后开列参加追悼

会的各方面人士的一长串名单。 这种千篇一律的

格式沿用多年，很少有什么改革变化。” ［２］ 如此，
基于“追悼会新闻”在我国的这种特殊性，新闻界

想要突破这一“传统”写法，可谓难上加难。
本篇消息的意义就在于此，它不仅篇幅较之

同类报道大大缩减（全文仅 ９３７ 个字），而且在内

容和结构的安排上也做了大胆的尝试。 新闻学者

黎明洁博士在将本篇消息与新华社播发的另一篇

消息《首都隆重举行郭沫若同志追悼大会》（１９７８

年 ６ 月 １８ 日）进行比较之后发现：在《首都隆重举

行郭沫若同志追悼大会》一文中列出的人名多达

３９０ 人，共 １ ９９０ 字。 其中，参加追悼会的党和国

家领导人 ４０ 人，送花圈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３２ 人，
另外参加追悼会的在北京的人大常委会委员 ５３
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８８ 人，中共中央国

家机关和各部分负责人 ９６ 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

部分负责人 ２３ 人，郭沫若生前好友 ４３ 人等。［３］由

此可见：基于传统“新华体”写成的“追悼会新闻”
中，逝者并非新闻的主体，而仅仅是衬托参加追悼

会领导的一个“配角”，这一点我们从上述的“名
单学”中就可见一斑了。 相比之下，郭玲春的《金
山追悼会在京举行》一文不仅在形式上大胆“减
负”，其写法也更具人情味，从中我们确实能体味

到郭玲春为挣脱“新华体”束缚所做出的艰难探

索与努力。
（二）运用了散文笔法

本篇消息在写法上的最大特色就是借鉴了散

文笔法。 我们常说“散文是形散神不散”，其意是

说散文的写作虽形式活泼但一定要有立意或贯穿

始终的主题，本篇消息的特色就在于此。 记者一

改同类新闻的惯常写法，导语没有对逝者作更多

的政治层面的定性，用“特写”的方式———“鲜花、
翠柏丛中，安放着中国共产党党员金山同志的遗

像。 千余名群众今天默默走进首都剧场，悼念这

位人民的艺术家”———开门见山地交代了两个基

本事实，主体部分则由挽联引出，继而对会场作

“全景式”的扫描，行文中又巧妙地将悼词———
“雷电、钢铁、风暴、夜歌，传出九窍丹心，晚春蚕

老丝难尽；党业、民功、讲坛、艺苑，染成三千白发，
孺子牛亡汗未消”———融入对场景的描写中，亦
动亦静，动静结合，突出了消息的“视觉化”和现

场感。 全文结构看似松散，却暗含了两条基本的

叙事线索：以追悼会的进程作为“明线”，穿插其

中的关于金山一生的经历与功绩的描述则作为

“暗线”，两条线索交替出现，相互照应，凸显了消

息的主题。 在当时“新华体”一统天下的时代，这
种写法确实显得有些“离经叛道”了。

于是，一个个疑问接踵而至———“为什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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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玲春？ 既然文体意识一旦被固化就很难突破，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篇消息的诞生？”
就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尽管没有证据显示穆

青对郭玲春写作此消息给予过直接的指导，但通

过时间比对，我们不难发现，穆青重提“在新闻中

增加散文形式”的时间是 １９８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而郭

玲春撰写此消息的时间则是在同年的 ７ 月 ６ 日。
加之，郭玲春也在对此文写作过程的回顾中做了

如下描述———“即使这并不成功的改进，也是在

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下才得以完成的。 当我说出

初步想法时，便得到编辑部许多同志的首肯，他们

都鼓励我不必因循旧例，按自己的意思去做。” ［４］

因此，我们能够判断的是，当时新华社内部正在形

成的“散文式”氛围促发了郭玲春的文体创新。
与此同时，郭玲春写作此文还受到西方新闻报道

的影响。 据她说，西方通讯社记者采写的关于英

国戏剧家萧伯纳去世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促发了

她的创新“冲动”———“这似乎不是规范化的新

闻，但谁能说它没有向世人传递这一惊人的消息？
本来，没有规定报道死讯必须要这样写，或一定不

能这样写” ［５］。 郭玲春回忆这篇启发她的“范文”
的大意是这样的：

伦敦，一个有雾的清晨。 萧伯纳府邸前围聚

着上百名群众，等候着这位伟人的健康报告。 一

位身着黑服的老妇人缓缓走下楼来，持着将要燃

尽的一支蜡烛。 她低下头，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
而后告诉众人：“他说，他疲倦了”。 人们脱帽肃

立，和这位报讯的妇人一起垂下了头……［６］

当然，时代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如果我们

用今天的眼光来审视这篇消息，一定会发现一些

不足，比如它尚未完全摆脱“新华体”的藩篱，依
然没有突破“名单学”的限制，消息末尾开列的一

长串名单，实质就是传统“新华体”中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 但在当时，这样的写法实属“石破天

惊”的变革，它不仅开阔了当时记者的视野，也为

其时日渐沉闷的新闻界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春风。
如果说穆青“散文式新闻”的倡导解放了记者的

思维，那么，这篇消息写作就是郭玲春从实践层面

上做出的一种积极的呼应。 有鉴于此，郭玲春称

这篇消息是其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冲刺”，她对

此的评价也很中肯———“不按照划定的框架，但必

须遵从新闻的规律；借用散文的笔法，总体上又不

失为是一条消息，这是付出失败的代价后才得到的

教训与成果。 当年被肯定的新闻写作上的改革，如
今读来，也已经是再平常不过的文字了。” ［７］

此后，郭玲春开始更加积极地探索讣闻新闻

的写作，相继写出了《萧三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李苦禅教授追悼会在京举行》《刘继卣临终前献

出巨幅国画〈双狮图〉》《向子冈告别》 《眷恋乡土

多名作 饮誉中外何寂寞———沈从文告别亲友读

者》等一大批同类新闻作品。 与撰写《金山追悼

会在京举行》时相比，其时的她文笔更加自然、技
法日趋成熟、相对独特的个人风格也已逐渐形成。
尤其可圈可点之处还在于：她已有意识地跳出就

追悼会写新闻的框子，而开始尝试向着真正的

“讣闻报道”发展。 在西方“讣闻报道”的视野里，
讣闻报道首先是新闻，因此记者要善于发掘逝者

一生中与人不同的特点，要选择相对平实、委婉的

语言。［８］这些理念在郭玲春的很多作品中都有很

好的体现。 这些报道的共同特点是：导语设计精

巧、材料与结构融为一体，语言简练、生动，全文流

露出极强的人情味。
以三则消息的导语为例：
新华社北京 １１ 月 ５ 日电 　 著名国画家刘继

卣今日凌晨辞世。 将一生心力付于美术事业的这

位艺术家，临终前完成了他的一桩夙愿：把巨幅国

画《双狮图》献给了国家。
新华社北京 １ 月 ２２ 日电　 彭子冈，一位在中

国新闻史上留下名迹的女记者 １ 月 ９ 日病逝于北

京。 因为她默默地离去，人们怀念起她当年叱咤

风云的岁月。 今天首都各界人士以及她的同仁、
朋友、读者前往北京医院，向她作最后的告别。

新华社北京 ５ 月 １８ 日电 　 没有人为他主持

这最后的仪式，也没有名人为他致悼词，只有他的

家人，他亲近的朋友和弟子，今天在八宝山公墓一

个素朴的灵堂里，向他———中国著名的文学家沈

从文先生告别。
三则导语，三种写法，体现了记者突破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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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自我的努力。 在第一则导语中，记者有意没

有交代逝者的享年，而是将其放到了文末，据她说

这么做“是想试一试五个 Ｗ，未必一定‘挤’在导

语中” ［９］。 第二则导语中采用对比手法———以彭

子冈现在的“默默离去”与当年的“叱咤风云”相
比较，为后文的叙述铺设悬念，造成读者强烈的阅

读期待，接着又在主体部分采用了“粗的勾勒间

或也有细的描绘”，由于真实感人，以至有读者以

为这篇报道是“出自亲人之手” ［１０］。 第三则导语

中，记者隐忍个人情感，用最平实的叙述，寥寥数

语却表达了最真切的感情。 本篇消息在结构安排

上凸现了记者的“匠心”：材料使用简约却暗含伏

笔，段落之间“上挂下连”浑然一体。 作者对此的

评价是———“从文弃文，甘苦自知。 消息里有伏

笔但不明说，以此烘托出一个知识分子的清白与

耿直。” ［１１］

二、创新的自觉：常规会议新闻的突破

如果说，郭玲春对“追悼会新闻”的突破更多

地源自一种被压抑太久的“职业冲动”，那么，她
在常规会议新闻领域的探索则是出自一种文体创

新的自觉。 １９８４ 年，她撰写的会议新闻《全国优

秀新闻工作者表彰大会在京开幕》因其独特的风

格而再次摘取了第六届的“全国好新闻奖评选”
一等奖的桂冠。

作为“新华体”最为常规的报道品种，会议新

闻既是新闻改革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 长

期以来，其报道形式日趋刻板化，有研究者将这种

报道“模板”总结为：“某某部门、于某日、在某某

地方、举行了某某大会，某某、某某、某某……领导

人参加，某某领导主持，某某、某某、某某领导人向

获奖代表颁奖、握手，某某领导讲话。 会场气氛隆

重，某某领导宣布会议开始，在热烈的掌声中某某

领导发表讲话。 （领导人讲话很长，但是很少使

用直接引语）” ［１２］相比之下，郭玲春的这篇消息就

突破了传统“新华体”会议新闻的报道模式，这主

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观察细致，视角独特

本篇消息突破常规之处首先在于记者细致入

微的观察，并在报道中选取了属于自己的独特视

角。 记者没有就事论事，而是跳出会议，将会议的

时间简短与当时的社会节奏加快紧密“勾连”起

来———“有七个发言的整个开幕式总共进行了一

个小时”，从而凸显了本次会议的意义所在。 诚

如郭玲春后来总结的那样———“大凡会议，格式

程序往往大同小异。 不得不奔走于会海的记者，
要善于在‘大同’中求‘小异’。” ［１３］

（二）活用“引语”，巧“摘”报告

本篇消息的一个成功之处还在于直接引语与

间接引语的交替使用。 全文一共使用了三处相当

简短的直接引语，分别是一位与会者的话、彭真以

及徐向前的题词。 而对于篇幅较长的中宣部副部

长郁文的讲话、吴冷西委托秦川向大会提交的报

告，记者一改传统写法中连篇累牍地大段摘引的

惯例，选择用间接引语将其中要点概括出来。 可

以说，正是这样的行文安排，才使本篇消息化繁为

简，重点突出，节奏明快。
（三）个性化的表述

本篇消息还有一个特色就在于采用了具有记

者个人特色的表述。 导语中的第一句话———“以
新闻报道为己任的 ３５０ 余名记者、编辑、播音员，
今天成为被报道的新闻人物”———仅 ３４ 个字就十

分精准地概括出与会者的身份，表述上亦令人耳

目一新。 与此同时，记者还巧妙地将其个人的感

受渗入新闻中。 比如，她在描绘现场记者的表现

时，使用“思路锐敏的优秀新闻工作者”的个人判

断，而在消息末尾，郭玲春甚至大胆地写出个人感

受———“记者在今天的大会上还感受到一股清新

的气息”，这在传统会议新闻写作中是一种完全

“犯忌”的写法。 尽管这种写法尚有值得商榷之

处，但在当时，却有其特殊的进步意义。
基于以上这些突破，在第六届“好新闻评选”

中，评委从新闻改革的高度评价了这篇消息：“这
是一篇独具风格的会议新闻。 作者突破了千篇一

律的会议消息写作的模式，把建国三十五年首次

举行的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表彰大会写出了新

意，写出了特色，可算是会议新闻改革的创新

之作。” ［１４］

现实的成功激发了郭玲春进一步改革会议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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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的信心。 这之后，她更加频繁地在自己的新闻

写作中融入不同的创新元素。 在郭玲春看来，
“平实，缺少 ‘个性’ 的导语，会使新闻流于一

般。” ［１５］因此，尝试运用多种手法、不同方式精心

写作会议新闻导语，是她始终坚持的一个突破口。
在消息《文艺要贴近时代、贴近群众———首

都文艺家谈“文艺与群众”》（１９８６ 年）中，她使用

了当时并不多见的设问式导语，使本篇消息的主

旨即刻予以凸显。
新华社北京 ２ 月 ２４ 日电 　 如果一篇刻意求

精的诗文没有读者群，倾注心力的剧作和影片也

少人问津，你当作何感想？ 中国作家协会常务书

记唐达成的看法是：不写人民魂牵梦绕的事情，人
民就会报之以冷淡。

在《第一届中国艺术节在京开幕》 （１９８７ 年）
中，她运用了特写式、描写式的导语。

新华社北京 ９ 月 ５ 日电 辉煌的灯火托出邓

小平题写的“中国艺术节”五个大字，四周是人群

与花束汇合的百花丛。 赵紫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今晚走进盛装的首都体育馆，在庄严的国歌声中，
献给腾飞年代的第一届中国艺术节宣告开幕。

在《第五次文代会开幕》 （１９８８ 年）中，她选

择了纯叙述式的导语，将历史与现实巧妙地融汇

在一起。
新华社北京 １１ 月 ８ 日电 邓小平同志今天走

到千余名文学家、艺术家中间。 继 １９７９ 年以来的

又—次会面，揭开了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五

次代表大会的序幕。
在《行家们论崔嵬艺术 评论界谈王朔作品》

（１９８９ 年）中，她又通过对比式导语牵引出两个原

本没有任何关联的名字，进而将记者个人思考与

社会现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新华社北京 ３ 月 ７ 日电 一个已故去的艺术

大师崔嵬，一个刚跃上文坛的新人王朔，这本不属

于同一时代又不相干连的名字，偶然中排列在一

起。 研讨他们电影作品的两个学术会议，恰好于

同一时间（三月初）在北京进行，从而引起记者的

联想与兴趣。
与此同时，郭玲春的会议新闻写作中还有一

个尚存争议的写法，即她常常在新闻中“不加掩

饰地表露自己的倾向。 有时按捺不住，会直白地

呼叫、张扬我的观点” ［１６］。 例如，在消息《在李准、
张洁、刘心武接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１９８５ 年）
中，她就大量采用了这种具有主观色彩的描述。
导语部分即以“以作家的敏锐和深沉写出长篇力

作的李准、张洁、刘心武今天在北京国际俱乐部接

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明确表明她对三位作家的

“敬意”，主体中又对三位作家进行了个人化的

“定性”———她形容李准“有经验、有造诣”，称张

洁是“有胆识的女作家”，并总结三位获奖作家的

每一位“都是勇猛者行列中的一员”。 最后，郭玲

春仍不忘突出个人的感受，她写道：“记者采访时

的一个强烈印象是：他们都自觉地负担起对社会、
对人民的责任。”

对于这种相对主观化的新闻表现手法，郭玲

春的解释是：这虽不是“最佳”的方法，却是新闻

写作的一种方法，正因为有了“我”的出现，她才

能“写会议，由场内‘游泳’到场外；写事，由此及

彼；写人，由表及里；长篇宏论，也不妨分段‘切

割’，按‘我’的思路组装。” ［１７］ 我们认为，在“新华

体”业已成为新闻写作唯一“铁律”的时代里，作
为开阔视野、突破“坚冰”的尝试，这种写作方法

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曾经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同

时，应该看到，这种偏于主观的写法与新闻的职业

规范形成了一定落差。 况且，不同记者对于这种

方法的理解与使用也往往大相径庭。 因此，一旦

新闻写作开始复归新闻本性，则这种主观化的新

闻表现方法就很难上升为整个新闻共同体的职业

法则，毕竟，记者只是新闻事件的记录者。 诚如香

港报人董桥所言：“新闻记者只要保住‘记’而不

‘议’的原则，消息盛衰，一事多面，据实报道，当
是明天的《日知录》。” ［１８］

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否认郭玲春在新时期

新闻文体发展中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 为此，
《中国名记者传略与名篇赏析》对她给予了高度

评价———“郭玲春就是这样一位普通而又伟大的

记者，她用手中的笔为我们奉献了一篇篇优秀的

作品，为我们创造了一种新的会议新闻的写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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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创造了一种更加和谐美妙的写作境界，让我们

的新闻事业增加了生机和活力，也使读者有了更

美的享受。”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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