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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史视角下的小报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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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小报新闻通常被认为是坏新闻的同义词 , 其对煽情和丑闻的热衷 ! 对低级趣味的迎合一直以

来备受垢病 , 甚至一度被认为是对民主和政治参与的威胁 "让批评者没有想到的是伴随了整个新

闻史的小报新闻 , 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仅没有消失 , 反而在新时期得到了新的发展"追溯小报的发

展轨迹 , 我们会发现小报并非如部分批评者所言 , 构成了对民主的威胁 , 降低了公众对政治的兴

趣 , 恰恰相反小报新闻在开辟新的受众 ! 新的议题 ! 新的报道方式和新的话语内容等方面发挥了

大报无法企及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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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报是哈姆斯沃思于1901 年1月旧 首创的概念 (Paul , 197 1:108 ) "对于哈姆斯沃思

来说 , 小报不是指其形状而是其用语的经济性 ) 使用小词短句 "哈姆斯沃斯希望他的新

报纸 , 每日邮报 (创刊于1896年) 能像浓缩 !有效的小药片一样 , 虽然只有传统大报一半

的大小 , 却能随手可得, 包含所有的新闻内容 "小开张的报纸容易携带 , 便于在公交 ! 电

车和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阅读 , 适应了新的阅读公众 "当然小报形式只是北岩用来扩大受

众的策略之一 , 此外他还通过内容 !版面设计 !价格 !发行和市场等来扩大每日邮报的大

众市场需求 "北岩认为 /每日邮报就是每日的时间节约器 , 是20 世纪快节奏的新闻形式 0

(T till oeh ,2000:131) "

众所周知, 小报新闻自产生之初就问题不断, 它对低级趣味的迎合 !对简单隐私的强

调 !对煽情和丑闻的热衷一度成为批评者关注的焦点 "更有甚者认为 , 小报新闻会威胁民

主 !使犬儒主义大行其道 !降低公众对政治的兴趣 !使公众在关注表面政治丑闻的同时忽

视真正的政治问题 "这样的观点在当前有关媒介标准的讨论中相当普遍 , 事实上不只是小

报新闻被如此批评 , 小报化这个词有时也会用来描述所有的新闻甚至是所有媒体的发展趋

势 , 即越来越像小报新闻 (Bob , 1997) "鉴于此 , 小报新闻已不再局限于它最初的原意 "

小报化在各国的表现也不尽相同, 从发行渠道到发行周期, 从内容到与其他媒体的关系等

等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美国的小报被认为是质报的另类 , 是对质报的污染, 其发行渠道

和发行周期都与质报不同 , 也鲜有支持者 "但在欧洲情况则有很大的不同 , 像英 !法 !德

三国主要的三份小报在发行周期和发行渠道上都与质报相同 , 小报记者是小报价值和优点

的坚定支持者 "美国小报遭受控诉的同时 , 小报和小报式新闻却在很多其他国家获得了更

多更坚定的支持 "

近期有关小报新闻的研究开始关注此前的评价标准 , 在提出小报化这一概念的同时

也强调 , 为什么媒介市场和新闻都在变化 , 而评判新闻的价值观念看起来却没有多大的改

变 "世俗的新闻批评如果继续依据简单的二元对立论 , 即煽情 !轰动 !低俗是坏的, 而理

性 !冷静 !高雅是好的 , 那么对小报新闻的评判将不会有任何改观 "然而无可否认的是 ,

煽情 !轰动和低俗并非必然地有悖于服务公众 "

本文认为 , 小报新闻贯穿了整个新闻史, 多数情况下, 那些被定义为坏的因素或方面

在服务公众时却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 甚至比受人尊敬的大报做得更好 , 或者至少和大报一

样好 "小报新闻通过不同方式使自己在选题 !形式和受众等方面独辟蹊径, 成为主流媒体

的有机补充和公众的替代性选择 "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视角追寻小报新闻的发展 , 以重新评

估和修正当前广泛应用于新闻研究领域的评价标准 "

小报报刊不仅是一种具体的报纸形式 , 而且是新闻选择和呈现的一定形式 "产生伊

始 , 小报新闻就因其煽情 !轰动 !复杂问题过度简单化 !对最低层公众的迎合和有时彻头

彻尾的谎言而备受批评 , 但是小报新闻也以新的 !容易理解的方式 , 通过向公众报道以前

经常被忽视的问题来吸引新的公众 "对小报新闻的多数批评来自于煤介产业的掌权者和工

业化前 !大众社会前的文化和政治代表 , 小报新闻之所以备受指责 , 部分原因是由于没有

符合这部分精英群体更高雅的情趣 "追溯小报的发展轨迹 , 我们会发现小报并非如部分批

评者所言 , 构成了对民主的威胁 , 使犬儒主义大行其道 , 降低了公众对政治的兴趣 , 恰恰

相反小报新闻在开辟新的受众 !新的议题 !新的报道方式和新的话语内容等方面发挥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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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无法企及的作用 "

一 !小报新闻对受众领域的开拓
从小报的先驱便士报开始,到后来的新新闻和黄色新闻, 小报新闻自始至终都在致力于开

拓主流媒体之外的新受众 "

(一) 1830 年旨在瞄准非精英公众的便士报诞生, 当然尚未使用 /小报 0一词,但是便士报

显然是小报的先驱, 特别是它发挥了另类新闻的功能, 因煽情!轰动而备受指责 "随着这些报

纸的定向发行, 报纸出版的原因和报纸内容也发生了变化 "较之以前的多数报纸 ,便士报更像

是一次经济冒险而不是政治宣传, 因为便士报出售产品给读者,并将读者出售给广告商 "这种新

形式的新闻关注人们的日常生活, 开创了人情趣味报道的先河 "当然这种新闻无论是过去还是

现在,都被认为不如硬新闻重要,也不如硬新闻有价值 "

(二)1833年本杰明 #戴创办了 5太阳报 6, 声明是为普通人办的报纸, 目标受众是新的识

字公众 "此外, 戴重新定义了新闻概念 ,人情趣味故事 !犯罪丑闻 !上流社会的不道德行为等成

为太阳报的标志性新闻"

1833年被认为是美国报业史上的关键时刻, 9月3号,纽约客见证了-份新日报的诞生: 5纽

约太阳报 6 "它的创办者, 本杰明 #戴为 /普通厂 办了一份报纸 ,而当时的报纸一般面向富裕 !

有教养的读者"在纽约太阳报之前,最大的日报都是通过订阅来发行, 从小贩手中购买需要花6

便士"太阳报当街销售每份l便士,它的顾客是处于上升期的美国工人阶级 "戴的主要贡献是对

新闻概念的重新定义,在早期的报纸中, 新闻是指政治事件的报道和评论 ,和船期这样的商业

信息,受众是富裕阶层, 而不是工人阶级 "太阳报首开先例报道人情趣味故事 ,犯罪丑闻 !上流

社会的不道德行为 !各种滑稽可笑的故事成了太阳报的标志"它还报道由英国记者乔治 #韦斯纳

(G co rg e W is ne r) 撰写的犯罪新闻和警务新闻"总之,它的目标受众是新的识字公众,这一点

和仅仅是10 年前的报纸受众大不相同"

毫无疑问, 戴对报业领域的进军受到了当时评论家们的批评 ,他们指责太阳报的粗俗 !廉

价和煽情降低了新闻的标准 "太阳报在商业上的成功使得这种指责更加激烈,然而, 从现代的

新闻概念来看, 一些批评并不合宜 "

(三) 1835年詹姆斯 #戈登 #贝内特创办 5纽约先驱报 6, 继续将 /普通厂 作为自己的受

众, 发展了犯罪新闻,以更大胆的方式报道新闻来吸引公众,如 /号外 0 (特别版) "贝内特开辟

了读者来信专栏, 使读者能够在报纸上评论 , 还开辟了金融版和体育新闻报道 "当然 ,先驱报也

招来了激烈的批评"抵制先驱报的运动开始后, 贝内特甚至因为任期内对宗教新闻的窿读而遭

到指控 "毋庸置疑 ,先驱报以煽情和轰动来吸引读者 ,但很明显那时对它的批评更多是因为其

商业上的巨大成功所招致的"传统的纽约报 !问询报 !纽约信报等之所以发起反对先驱报的运

动 ,是因为他们害怕失去自己商业大报的地位 "

(四)1841 年 ,格里利创办 5论坛报 6, 在借鉴戴和贝内特的理念的同时,他也融入了自己的

一些新理念 ,并发起了一场不屈不挠的运动" /格里利很明显是想避开早期便士报声名狼藉的
煽情,但是他依然将 -普通大 作为自己的受众"0 (rneb rin g & J n sson , 2004: 288)

(五) 19 世纪80 到90 年代 , 精英阶层对新新闻的接受依然没有任何改观 "1883年普利策买

下了 5纽约世界报 6与格里利展开竞争, 选取流行事件反映民意并形成舆论 (如城市贫民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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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但1895年 5纽约世界报 6与 5新闻报 6的黄色新闻大战使便士报备受批评"1880 年记者威

廉 #托马斯 #史泰德作为助理编辑加入了便士报佩尔美尔街日报 "在伦敦报界,该报走在所谓的

新新闻的最前列"这种新新闻瞄准新的受众, 特征是手法温和 !新闻 (尤其是犯罪新闻)故事

化, 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小报新闻"

时至今日小报新闻依然在不断开拓主流媒体覆盖领域之外的受众,无论是地铁报还是其

它典型或非典型的小报无不把主流媒体之外的受众当作自己开辟的新领域,正是小报新闻的不

懈努力,使得煤体受众的版图不断扩大 "

二 !小报新闻对报道议题的开拓

便士报在产生之初因为瞄准的是不同的受众, 因此内容也不同干以前的报纸 "正如舒德

森所言, 早期报纸的内容以广告和船运消息为主,在商界人士眼中,它们形同商业广告, 同时还

包括报纸的社论, 主要是政治内容 (舒德森, 2009:10 一11) "便士报不仅在经济构成 (广告)和

政治立场 (不涉政党)上首创先例 ,在内容上更是另辟蹊径,便士报的原创性可以一语概之, 即

它发明了现代的 /新闻 0概念 "美国报纸第一次开始习惯于刊登政治新闻, 不仅是国际政治新

闻, 还有国内政治新闻;不仅是全国性新闻, 还有地方性新闻 "美国报纸也首度报道法庭 !警察

局 !街头及家庭新闻"总之便士报发展的年代成为美国新闻业革命的标志, 这场革命使 /新闻 0

战胜了社论, /事实 0战胜了观点"新闻成为便士报竞争的重点, /时至今日我们已彻底认同 -新

闻 .就代表了报纸本身这一观点, 所以难以想象便士报当时引发了多么戏剧性的变革 0 (舒德

森, 2009:19 ) "便士报聚焦报道接近读者的 !日常生活中的新闻, 不仅让从情趣味新闻 0成为

每日新闻的重要部分, 更使其成为最有特色的部分, 对于以往新闻界认为微不足道的日常事件,

便士报却能从中发现新闻"

便士报首创了对待世间万物的民主态度, /任何事件, 不管看来多么微不足道, 都可能适合

报纸刊载 0 (迈舒德森, 2009 :22 ) "太阳报首开先例报道犯罪新闻, 特别关注警界新闻"便士报

首度让家庭口角和丑闻成为新闻, 当时的报纸刊登讣告和结婚启事是常事,但刊登出生启事还

未曾有过, 5匹兹堡每日快报 6首开先例刊登出生启事"

便士报首次定期雇用记者报道当地新闻, 固定派出记者采访警察局 !法院 !商业区 !教堂 !

社交圈和体育界"

对报道议题的开拓作出重大贡献的当属英国的威廉 #托马斯 #史泰德 "他发起并参与了针

对少女卖淫年龄的运动,而且成为批评青少年卖淫活动的批评家"他制定了一项计划来吸引公

众对此问题的关注,并且不惜以身试法 "他利用其极端煽情的标题和耸人听闻的叙述, 激起公

众对当时法律规定的不满 "当然史泰德的宣传运动也引起了更加热烈的公共讨论影响了舆论 "

事件的高潮是海德公园的游行和刑法修正案的通过 , 将少年同意卖淫的年龄提高到了16 岁"报

道所引起的轰动不可小觑 ,他引入此前从未广泛讨论过的话题 ,使用极具争议性的报道方式 ,

还产生了实实在在的政治影响 (新的立法) , 这是极具进步意义的 "5佩尔美尔报 6推动了公共

话题的热烈讨论和舆论的形成,或许我们应该感谢煽情者的决心,使用煽情和轰动的报道来吸

引公众发酵民意 "

小报新闻对私人领域议题的拓展虽然也饱受批评,但正是通过对以前被认为是私人领域

的话题的报道 ,使得社会和权力当局不得不重新定义公众关注的话题 , 像性别歧视 !性骚扰 !家
7 6



国际新闻界 201 3 #01 新闻学研究

庭暴力 !妇女权益等话题纷纷进入公众视野并引起重视, 这不得不归功于小报新闻对另类议题

的不懈努力"

小报对此类议题的报道之所以吸引众多的读者,是因为读者通过阅读不仅可以愉悦自己,

宣泄对社会的不满,还可以增强读者的交际能力使其获得社区认同"

三 !小报新闻对报道方式的开拓

在 5新闻的力量 6一书中,迈克尔 #舒德森 (Schudso n , 19 95) 论述了新闻采访的历史,介绍

了采访如何从一种小报新闻的现象发展为当代主流媒体的新形式 "采访作为一种新闻实践形

式直到19 世纪60年代才出现, /采访0这个词早已存在,但一般是指两人之间任何形式的见面或

交谈"我们今天使用 /采访 0这个词 ,一般是指记者对当事人提问以获得信息或确认信息这样的

新闻实践 "/采访 0这个词不仅仅可以指采访行为,而且还可以指采访的文本结果 (rne br in g &

J nss on , 2004: 29 1) "便士报不仅开辟了新的报道议题, 在报道方式上也不拘一格"19 世纪

30 年代到50 年代曾经出现过 /恶作剧新闻 0 (hoa xes ) ,将纯粹的虚构事件当新闻来报, 不过这

种尝试代表了一种文学上的创新 "/制造新闻 (m aki ng ne w s) , 即故意制造事件,然后正经地

当作新闻来报道这种做法, 在当时还不存在 "直到60年代, 才有人尝试采访公众人物一一最常

见!最朴实的制造新闻的形式 "0 (舒德森,2009 :57)

历史学家对现代意义上的首次新闻采访有着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是1836年贝内特对海

伦 #朱伊特谋杀案的报道, 有人认为是1859年格里利对摩门教领袖布里格姆 #杨的一次谈话

(Schuds on , 1995:73 ) "具体时间在此无关紧要,但是采访作为一种新闻形式出现以后,所引

起的争议和后来的发展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19 世纪末期的新闻采访实践被认为是美国人的发明,没有被欧洲的敏感人士察觉 "采访这

一形式也遭到了强烈的批评,认为那是馅媚 !刺探 !轻率无礼的行为,丢了新闻界的脸,甚至会

毁掉整个新闻业 (s chudso n , 1995 :79 ) "当时的欧洲, 采访是另类新闻的方式, 一个负责任的

记者是不会采用的,但采访作为新闻形式在欧洲并非是被全盘否定的 "

采访这种形式一经产生,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产生之初,常常被用来制造轰动性效果 ,

像 5纽约世界报 6的记者在187 1年对罗马教皇的采访 !19 06年芝加哥日报记者对瑞典国王奥斯

卡二世的采访 ,都成为轰动性的独家新闻"虽然采访在今天已经成为常规 ,但是当时的批评家

认为采访是对个人隐私的侵犯 "在那个年代 ,要求政治家和掌权者回答记者的提问是非常无

礼 !甚至是粗鲁的行为"可见, /采访 (起码在早期, 美国形式)和小报新闻应该是同出一宗, 采

访在其产生之初就是一种小报新闻一一粗俗 !煽情和某种意义上的民粹主义"0 (rne br in g &

J n sson , 2004:292)

由此看来, 构成好新闻和坏新闻的价值标准和理想随着时间在改变, 今天我们无法想象没

有采访的新闻会是什么样子"采访的重要性似乎不证自明, 通过采访就某方面的问题获取政治

家和掌权者的答复 , 已经成为业界的常规 "难以想象 ,采访曾一度是新闻实践的非主流 ,而且被

认为是低级趣味的最烂新闻"

采访创造了一种新的对话方式 , 这种方式使批评成为可能 , 开辟了一类与当局关系不太密

切的新闻, 从创造新形式来讲,这无疑是小报新闻对新闻领域的又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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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报新闻对话语内容的开拓

小报新闻的话语内容在其产生之初, 就因其煽情而备受指责, /这并非指便士报以煽情的

手法处理新闻, 当时没有煽情的照片,也没有大字标题,而是指便士报只要是新闻 (我们今天的

概念)就登 0 (舒德森, 2009:17 ) "譬如,便士报通常会逐字逐句地在头版以大半版或整版刊登

一则对谋杀审判的报道 "其实当时便士报典型的新闻报道就是把原文贴上, 总统讲话!谋杀案
审判 !财政报告等等都原封不动地往报纸上搬 "及至后来, 新闻逐渐成为报纸的核心 ,便士报

不再坐等报道常态的消息,而是去寻找新闻,并利用煽情的手法叙述新闻"20 世纪70 年代, 当

电视台发现可以廉价制作并产生大量受众时,煽情娱乐导向的新闻编排开始出现 "媒介分析家

艾德文 #戴蒙 (D ia m ond , 1980:97 )曾指出: /如果我们对20 世纪80 年代美国的电视形态作出预

测, 我估计 -娱乐 .和 -新闻 .的界限将越来越模糊 "在最近的黄金时段节目中, 我们已经看到了

-作为娱乐的新闻 .和 -作为新闻的娱乐 .的发展"0 /的确如此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平面媒体

和广播电视新闻业的 -软新闻 .趋势正在增强 "0 (舒德森, 201 0:112) 小报新闻的口语化风格

并不意味着小报不能像质报那样讨论同样的社会问题 "/小报独具特色的语言风格意味着它

可以建立一种通俗 !亲切 !友善的假象, 当然这与其所模仿的平等个体之间的交流相去甚远 ,

但是在这种假象中他们却能真正地促成意识形态的一致,来掩饰社会权力的差异"0 (Fow ler ,

1991:46一65)

小报新闻内容对名人和隐私的关注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关注社会结构问题 "正如奥康纳

(Connel l, 19 92) 在谈到英国小报时所言 /与通常对小报媒体的批评意见恰恰相反, 小报媒体

和严肃的记者 !此领域的社会学家一样 ,整版都是社会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紧张关系"对名人

和特权阶层的关注, 是小报用来呈现差异和紧张关系的一种方式 , 目的是使其风格清晰明确而

不是冷淡抽象 "0

柯林 #斯巴克斯 (Spar ks , 2000: 24) 认为小报新闻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种更宽泛的 !

反精英的 !平民主义的话语,这种话语较之大报更直接地关注受众的议题 "人情趣味的话语

报道和煽情的叙述方式尤其能够在受众中产生共鸣 "小报新闻使用了煽情的叙述 !低俗的描

写和公然的情感诉求,但无疑也在坚守着底线 "他们设法引起公众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而且发

起针对这些问题的惩恶运动 "今天,随着政治参与的降低和政治冷漠的提高,或许小报式的情

感诉求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因为政治参与不仅建立在对信息的理性处理上, 也建立在情感 !信

念甚至有时是愤慨的基础上,而这正是小报话语内容所能够提供的 (rne br ing & J ns so n ,

2004:294) "

五 !结语

小报新闻有能力扩大公众 ,使以前大报不关注的群体能够接触新闻;有能力通过重新界定

以前不可能讨论的议题来影响社会变革;有能力生成新的新闻报道形式 ,这种方式较少考虑

权威但更好地贴近了受众 (例如采访);有能力发展新的话语内容"实际上, 经常使小报遭受批

评的煽情,通过讲述感受来引起共鸣,促进了理性思考,激励了政治参与"

小报新闻以其超常规的方式和颠覆性的内容,映照了其他社会组织的失败,其中不乏许多

知名的新闻组织和传统的政治组织 ,他们没能就很多公众关注的重大事件给与充分的报道 "由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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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些组织话语的局限,在为政治决策提供公共领域方面,小报新闻正好可以弥补质报不予关

注的议题 "我们把采访视为一种新的新闻形式, 对小报新闻与众不同的耸人听闻和煽情方式也

一视同仁, 将其视为一种新的新闻方式 "小报新闻自我标榜的体裁, 正如采访一样 , 因为粗俗

不雅而饱受批评,但是它同时也为质报没有覆盖的受众提供了新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公开讲话,

并获得关注或文化认可"小报形式或许可以为主流媒体之外的群体表达或获得认可提供机会

(rn ebring & J nsson , 2004 :294) "

报纸如同现代城市,并不是一个彻底理性化的产品"报纸发展到今天,并不是有谁去刻意

安排好的 "历史上无数个人和群体都试图控制它,使其成为自己希望的样子,但报纸仍然以无法

预知的方式成长 !演变着 (Par k ,1923:273 一289) "人们对报刊媒介总是抱有太多的期待,期待

它主持正义 !维系公平, 过高的期望必将带来失望,于是人们总是抱怨新闻过于煽情 !报纸太

过商业化, 这一切都源于没有对报刊采取客观性的分析:人们认为报纸是精英阶层和统治阶级

有意为之的产物"我们不妨借鉴帕克 (P盯k & H ughes , 1955:104 )对报刊媒介的理解: /它不

是少数人有意为之的产物, 而是多数个体一起参与历史进程的不可预见的自然结果 "0因此帕克

(Park & H ughe s, 19 55 :10 4) 认为把报刊神圣化或激烈批判都是无益的,它的当下和未来就

在我们每个人手中: /更好的教育!对政治信息更充分的了解 , 以及对生活更深入的思考, 这些

才可能让报刊变得更好"0

(责任编辑:毛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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