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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奥运报道报纸新闻标题品析

文 /程  昆  王媛媛  

[ 摘　要 ]　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以来，各大报刊争相报道，特别是那些寓意深刻、别具匠心的新闻标题给

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从单行主题、以直接引语或间接引语入题、以诗歌入题、以口语入题、以非语言符号入题、

运用各种辞格入题、人名上做足大文章，以及巧借版式以求锦上添花和标题中尚存的不足等九个方面，全方

位品析伦敦奥运会报纸新闻标题。

[ 关键词 ]　伦敦奥运  新闻标题

常言道，“看书先看皮，看报先看题”，“题好一

半文”。读者打开报纸，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标题，

能否吸引读者继续深入地阅读新闻，往往取决于标题。

一个新闻标题的好坏甚至决定一篇新闻报道的成败，

其作用不容小觑。伦敦奥运会历时 19 天，国内各大

报刊争相报道，新闻标题的制作上也是“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一、单行主题  直接陈述新闻事实

“标题者，新闻之缩影，事实之骨髓”，“它犹如

一面橱窗，把一篇新闻的扼要内容展示在读者面前，

读者可以从中选择自己所需要的东西”。[1]

主题也叫主标，新闻主题是对新闻中最主要的事

实和思想的概括与说明，它由一个相对完整的句子或

短语组成。在新闻标题中，主题所用的字号最大，地

位也最为突出。[2] 单行主题，顾名思义，就是不用肩

题和副题，仅用一行主题作为该新闻的标题。

单行主题简洁地反映新闻的主要事实，帮助读者

尽快选择信息并理解新闻的主旨，满足读者尽快了解

新闻事实的需要。如 ：

女单七连冠！李晓霞夺个人首金

        （《光明日报》，2012 年 8 月 3 日，4 版）

女排“复仇”  出线在望

    （《南方日报》，2012 年 7 月 31 日，A17 版）

除单行主题外，通过双行主题，或是突出两种截

然不同的结果；或是将“肩题 + 主题”和“主题 + 副题”

的复式标题直接演化成双行主题。如 ：

竞走司天峰创造历史

链球张文秀憾失金牌

（《中国体育报》，2012 年 8 月 12 日，1 版）

重压之下 奋力逆转局面

中国首金 思玲得来不易

          (《中国体育报》,2012年7月29日,1版)

二、以直接引语或间接引语入题

新闻是对新闻事实的陈述，选取新闻事实中相关

人物的话语直接作为标题，最能吸引读者、最能揭示

新闻价值。而且，使用充满感情的新闻人物个性化语

言无疑是规避记者直接表态或抒情的一个有效手段。

同时，这种拟题方式还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新闻语言

个性化的需求。[3] 

一是直接引用新闻事件当事人的话语入题，使其

性格跃然纸上。如 ：

叶诗文受访  稚气 +志气 +豪气（肩题）

“他们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主题）

（《每日新报》，2012 年 8 月 3 日，A20 版）

该标题直接引用叶诗文的原话作为主题，显现叶

诗文的性格，十分形象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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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以被采访者的话为题，表达态度和观点，显

得客观、公正。如 ：

陈一冰：我赢得起也输得起！

（《光明日报》，2012 年 8 月 8 日，6 版）

单行主题直接引用陈一冰的话入题，不加入记者

观点，在客观报道的同时，更让人们对陈一冰的罕见

度量由衷佩服。

三是直接引用外电报道中的语句或对手的话入

题，以第三方视角解读，视野更宽阔，结论更公允。如：

“里程碑似的胜利！”

（《光明日报》，2012 年 8 月 8 日，6 版）

此则新闻标题直接引用外电报道中对中国运动员

的评论，通过第三方的评价显得更加客观、公正，意

义不同寻常。

“了不起的战士”吴静钰

（《新华每日电讯》，2012 年 8 月 10 日，5 版）

此则新闻标题便是以吴静钰的对手对她的评价

“她是个了不起的战士，我非常羡慕她”引入标题，

对吴静钰的赞美显得客观、公正。

四是间接引语入题，将间接引语直接入题，就是

将新闻当事人的语言进行综合、提炼成间接引语，然

后嵌入标题中。如 ：

吴静钰：用中国武术精髓获胜

（《光明日报》，2012 年 8 月 10 日，6 版）

三、以诗歌入题，满足读者审美需求

制作新闻标题如果恰当地借鉴诗歌，不仅能准确

表达新闻的内容与主旨，还能满足读者的审美心理需

求，以达到最佳的宣传效果。[4] 如 ：

⑴尽管“压力山大”（肩题）

  周璐璐力拔山兮（主题）

（《新华每日电讯》，2012 年 8 月 6 日，8 版）

⑵于无声处听惊“雷”

（《人民日报》，2012 年 8 月 2 日，13 版）

标题⑴肩题中的“压力山大”不由得让人想到“亚

历山大”，诙谐幽默，主题“力拔山兮”，则引自“力

拔山兮气盖世”的古诗，一谐一雅，妙趣横生，女子

75 公斤级冠军周璐璐夺冠的霸气跃然纸上。标题⑵

原诗句为鲁迅的《无题》诗中的后两句 ：“心事浩茫

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雷”字一语双关，作为

图片报道报道中国选手雷声夺得伦敦奥运会男子花剑

金牌的新闻标题，显得含蓄、凝练，给予人们更多的

遐想空间。

四、以口语入题，活泼、生动

现代体育报道手法呈现多元化、娱乐化趋势，新

闻标题日益倾向于大众化、通俗化，并且更具感染力、

冲击力和吸引力。而提高和增强新闻标题的吸引力、

感染力和冲击力，就必须遵循有中生新、新中生奇的

基本原则。[5] 采用口语方式入题，无疑会让读者感到

浑然天成、亲切、自然。

谁是一哥？咱俩今儿单挑

（《北京晨报》，2012 年 8 月 5 日，T14 版）

标题以新闻事件当事人的口吻报道林丹与李宗伟

决赛相逢，以一种口语入题，尽显魅力，儿化音的运

用更是迎合了北京地区读者的语言习惯。

使用网络语言和流行语入题，也能收到意料不到

的效果。如 ：

⑴西班牙疲软  加索尔悲催

（《京华时报》，2012 年 8 月 5 日，A31 版）

⑵陈一冰 被银牌

（《东方体育日报》，2012 年 8 月 7 日，01 版）

五、以非语言性符号入题，出奇制胜

一些非语言性的符号（包括一些浓缩的外文单词、

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和数学运算符号等）在新闻拟

题中具有独特的表情达意的功能。它们与文字相映成

趣，使标题更加醒目、凝练，更具解释力，并且新颖、

醒目。[6] 如 ：

水中跃出中国 SUN( 单行主题 )

 （《中国体育报》，2012 年 7 月 30 日，5 版）    

标题中的“SUN”一方面切合孙杨的姓的汉语

拼音，另一方面，英文的“SUN”还有“太阳”“阳光”“恒

星”“荣耀”的意思，用其作题，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六、运用各种辞格入题，各显神通

标题讲究修辞，是为了经过语言文字修饰，让标

题更生动、感人、优美。以生动形象的文字准确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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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对比。新闻拟题时恰当运用对比，可以充分

显示事物的矛盾，以利于突现事物的本质特征，增强

感染力和艺术效果。如 :

⑴判罚有争议   吊环王屈亚（肩题）

  完美一冰  抱憾谢幕（主题）

（《今晚报》，2012 年 8 月 7 日，17 版）

⑵故意输球，中国羽毛球女双被取消资格

  故意摔倒，英国自行车获男子团体冠军（肩题）

  伦敦赛场，不缺双重标准（主题）

（《人民日报》，2012 年 8 月 6 日，17 版）

六是反复通过一遍一遍地重复个别词语或句子，

以达到强调的目的。如 :

跆拳道卫冕冠军诠释“静”字很到位（肩题）

吴静钰安静平静又冷静（主题）

（《人民日报》，2012 年 8 月 10 日，17 版）

七是对偶。新闻标题中使用对偶，使其看起来整

齐醒目，听起来铿锵悦耳，读起来朗朗上口，从而便

于人们记忆和传诵。如 ：

一块金牌 百味人生（主题）

老将小将名将无名将接连失手，队员对待成绩态

度各不相同（副题）

（《南方日报》，2012 年 7 月 31 日 ,A15 版）

八是仿拟。仿拟这一辞格正是迎合了新闻标题的

要求，具有适用面广、操作简单、老少皆宜、雅俗共

赏的特性，因此一旦运用到新闻标题中，便会起到它

独特的效果。[8] 如 ：

⑴天才少女  一“叶”成名

（《中国体育报》，2012 年 8 月 2 日，5 版）

⑵焦刘洋 PK 刘子歌（肩题）

  既生瑜  也生亮（主题）

（《北京青年报》，2012 年 8 月 3 日，T2 版）

标题⑴由“一夜成名”，仿造出“一‘叶’成名”，

结合小将叶诗文在伦敦奥运上的表现，非常妥帖。标

题⑵由周瑜的经典名言“既生瑜何生亮”仿造出“既

生瑜 也生亮”，是对焦刘洋与刘子歌英雄惜英雄的一

种最好的解读。

九是排比。新闻拟题恰当地运用排比可以表达强

烈奔放的感情，周密地说明复杂的事理，增强语言的

气势和表达效果，使得标题读起来朗朗上口，富有节

新闻，力求鲜明简洁，出神入化，言有尽而意无穷。[7]

一是借喻，即以喻体来代替本体，本体和喻词都

不出现，直接把甲（本体）说成乙（喻体）。如 :

⑴金牌旁落佟文难受，陪练秦茜更难受，姐妹情

深仍期盼再战四年——（肩题）

  “功夫熊猫”背后那些看不见的牺牲（主题）

（《中国青年报》，2012 年 8 月 5 日，4 版）

⑵ 1环不敌韩国（肩题）

   “小菜鸟” “一箭成名”不是梦（主题）

 (《中国体育报》,2012 年 7 月 31 日 , 2 版 )

标题⑴直接以功夫熊猫喻女子 78 公斤以上级运

动员佟文，生动形象。标题⑵直接将参加射箭女团决

赛的中国女队三名队员比作小菜鸟，亲切、可爱。

二是借代，即借一物来代替另一物出现，是一种说

话或写文章时不直接说出所要表达的人或事物，而是借

用与它密切相关的人或事物来代替的修辞方法。如 ：

⑴兵不血刃  国乒力斩太极虎

  保险失灵  碧波惊现北极熊

（《中国青年报》，2012 年 8 月 9 日，1 版）

⑵中国女篮大胜克罗地亚两连胜（肩题）

  没有人能够阻挡“玄冥二老”（主题）

（《羊城晚报》，2012 年 7 月 31 日，A10 版）

三是比拟。将比拟运用到体育新闻的标题中，不

但可以增添特有的情味，而且还把事物写得神形毕现，

栩栩如生，抒发爱憎分明的感情。如 ：

公然消极比赛引众怒 , 世界羽联取消当事人比赛

资格——（肩题）

羽球赛场丑闻刺痛奥运神经（主题）

（《中国青年报》，2012 年 8 月 2 日，12 版）

四是拈连，指甲乙两个事物连在一起叙述时，把

本来只适用于甲事物的词语拈来用到乙事物上。这种

修辞手法运用到体育报道的拟题中，可以使上下文联

系紧密自然，拓展报道内涵，寓意深刻。如 ：

⑴奥运会激光雷迪尔级女子单人艇夺冠（肩题）

  徐莉佳扬帆  为中国扬名（主题）

（《今晚报》，2012 年 8 月 7 日，3 版）

⑵一眼失明  一耳不敏  险些截肢（肩题）

  命可以坎坷  梦从未搁浅（主题）

（《京华时报》，2012 年 8 月 7 日，A2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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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感，增强语势，深化中心。如 ：

有眼泪 有笑容 有遗憾 有期待（肩题）

顽强佟文还要坚持下去（主题）

（《中国体育报》，2012 年 8 月 5 日 3 版）

七、人名上做出大文章

一则新闻报道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因素，分别为

何时、何地、何事、何因、何人。拟题时巧妙利用人

名，使文章标题鲜明、醒目、亲切、亲近，给人耳目

一新的感觉 ：

⑴男子花剑个人决赛，来自广东的“剑客”雷声

夺金，实现我国该项目上奥运金牌的“零突破”（肩题）

  雷声震寰宇  一剑破长空（主题）

（《羊城晚报》，2012 年 8 月 2 日，A10 版）

⑵雪战到底  芮不可当

（《京华时报》，2012 年 8 月 5 日，A21 版）

标题⑴使用了嵌名手法，直接将运动员雷声的名

字巧妙地嵌入到标题中，借助运动员名字本身的内涵

形成双关，鲜活醒目，引人入胜。标题⑵借用藏头诗

的做法，“雪战到底”表现了羽毛球女单决赛的艰苦，

“芮不可当”则由成语“锐不可当”仿拟而来，通过

标题字体颜色的设计，将 “雪”和“芮”二字做成黄

色以区别于其他字颜色，羽毛球女单冠军李雪芮的名

字赫然纸上。

八、巧借版式，以求锦上添花

标题是版面的眼睛，标题有主题、引题（又称眉

题、肩题）、副题之分。标题的版式包括标题的字级、

字体、字空、占行和转行等，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

美化版面的同时，更能深化标题的含义。如 ：

⑴子歌之后瞧刘洋

（《中国体育报》，2012 年 8 月 3 日，1 版）

⑵东来一剑  惊雷一声

（《中国体育报》，2012 年 8 月 3 日，5 版）

标题⑴在“瞧”字上做足了文章 ：将“瞧”字用

颜色一分为二，左边的“目”用红色，右边的“焦”

则与主题同为蓝色。仅此这一个字便将整个标题做活

了，从字面上可以看出“子歌之后焦刘洋”“子歌之

后瞧刘洋”，慢慢细品，耐人琢磨。

标题⑵在主题整体为红色黑体的基础上，改变

“雷”“声”二字字体为行书，并放大字号并描边，突

出了金牌获得者雷声的人名，字体的变化暗含比赛过

程行云流水、挥洒自如。

综观以上种种，不难看出作为新闻的“点睛”艺

术，报纸报道伦敦奥运在新闻的标题制作方面总体上

是十分成功的 ：通过别具匠心的标题揭示出最有价值

的新闻内容，协助读者把握新闻的核心内容 ；引导读

者从浩若烟海的新闻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新闻进行精

读。如今，虽然伦敦奥运会已经圆满结束，但是关于

伦敦奥运会报道的标题制作对以后的体育报道依然会

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报》社 《法制晚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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