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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丰在《新闻采访方法论》 中说：

“有特点的细节，常常成为一篇报道最生

动、给人印象最深的部分。因此，挖掘细

节，也就成为一个记者本领的标志之

一。”①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也是细节的生

命。新闻细节一定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记

者胡编乱造出来的。这就要求记者必须

“脚到现场”，必须亲眼所见，否则新闻细

节必然由想象得来，这样的失实报道会导

致作品丧失独有的魅力。
首先，获取新闻细节必须要深入采访

并细致观察。试想，如果作者连一个新闻

事件是怎么回事都不了解，那么很容易导

致主题混乱，细节是用来说明、强化主题

的。主题是“魂”，核心所在，主题混乱，细

节自然是无用武之地了。记者只有清楚了

解新闻事实，采访的问题才会有针对性才

有可能细化。此外，记者在采访中还要细

致观察，善于捕捉行动，关注表情，倾听声

音，洞察环境。
善于捕捉行动可以使新闻报道富有

跳跃感，生动活泼。关注表情，可以比较准

确地捕捉到采访对象当时的心理活动，感

受到他的喜怒哀乐，使新闻报道人性化，

形象化。倾听声音，能感受到采访对象通

过语音语调所传达出的情感，报道因为声

音而富有生气，富有亲和力和感染力。而
采访当时周遭的环境则为报道烘托了气

氛，报道会更加打动人，为新闻魅力增加

砝码。这要求记者由表及里地观察、记录，

不放过和新闻人物或新闻事件有关的

“蛛丝马迹”，学会捕捉精彩的细节。记者

在实践中要练就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

事，对信息保持敏感，全面仔细地捕捉新

闻细节。
夏俊峰是沈阳一小商贩，2009 年 5

月 16 日，夏俊峰和妻子在马路上摆摊被

沈阳市城管执法人员查处。在勤务室接受

处罚时，夏俊峰与执法人员发生争执，用

随身携带的切肠刀刺死城管队员两名，重

伤一人。2013 年 9 月 25 日被执行死刑，

10 月 1 日，夏俊峰出殡。《新京报》对此

做了报道，报道第一段：“‘还有五分

钟’，旁边的计时人员不断提醒。窗口太

小，家人的手不能一起伸过隔离网的小

口，最后时刻，夏俊峰请求管教把扣在自

己双肩的刑具卸掉，这样他可以更靠近窗

口，母亲苏秀君得以抚摸几下他脸上的胡

茬。” ②母亲抚摸他脸上的胡渣这一细微

的动作渲染出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计

时人员“还有五分钟”的提醒强调了夏俊

峰离死亡越来越近。正是记者善于观察触

动人心的细节，才使报道打动人心。
其次，采访完成后，记者要对内容进

行梳理，回忆采访中采访对象有个性的语

言、动作，回忆事件发生的环境，有选择地

描写新闻细节。新闻人物在接受采访中跟

记者会有话语交流，会有动作手势，在写

作过程中，记者不可能事无巨细地把关于

采访对象的一切都呈现在作品中。此时，

记者应挑选出和新闻报道主题相关的细

节，这些细节要能展示出新闻人物的个性

特征。对凸显人物性格无关的信息，记者

应该大胆割舍。
记者观察和挖掘到的新闻细节必须

符合新闻人物的性格特征，这样才能更生

动地刻画出典型人物的与众不同，新闻作

品才能有效地展示人物形象。“10 月 1 日

早上 10 点多，夏俊峰的骨灰盒被放入墓

穴，阴了一上午的天空飘着细雨。上香的

时候，张晶对着墓碑喊，‘老公，一路走

好，咱谁也不恨，谁也不怨’。”天空飘着

雨本就悲凉，张晶对天的呼喊把一位弱势

女子的无奈与认命描写得淋漓尽致。“晚

上给儿子夏健强洗澡时，儿子跟张晶说，

当天他背着书包上楼感觉书包轻了很多，

‘是不是爸爸回家了，他在背后帮我扶着

呢？’爬到床上，强强问张晶，‘爸爸到床

上了吗？爸爸回家后会在床上睡吗？’张

晶不知道怎么答，只能等儿子上床后自己

流泪。” ③这简短的对话透露着无限的凄

凉。精选和简洁的表达可以凸显新闻报道

中细节的运用效果，在新闻写作中，一定

要挑选典型细节进行刻画，而不是“有闻

必录”。
最后，新闻报道中的细节描写不能

“合理想象”。“合理想象”是从已知的事

细节———增加新闻魅力的砝码

○王艺臻

【摘 要】新闻细节，是新闻作品中细腻精准地描绘人物性格、事件发展、社会环境以及自然景物的最小组成单位，也是多角度表

现事物感性特征的最小的材料。在新闻报道中应用好细节，是新闻抢占媒体制高点的重要所在，更是增加新闻魅力的重要砝码。《新京

报》记者在《夏俊峰下葬：三个悲剧家庭纠葛终结》报道中的细节运用成功刻画出人物的个性，使我们不得不再次考虑民众诉求、行政

管理与法律规范的关系与矛盾。
【关键词】新闻细节 真实性 生动 形象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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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新闻工作，通常会用“采、写、
编、评”四个字来概括整个新闻活动，可

以说，这四个字极其精炼地表达了新闻活

动的主要过程。从字面意思看，都很好理

解，前期的两个阶段———采访与写作，一

般是记者完成；而后期的编辑与评论则交

与编辑审稿 （这里包括报社最高一级的

老总看板、签样）和专门的评论员（有的

记者也会担当评论员的角色）发表评论，

对某一新闻事件做更深入、细致的分析，

以引导受众对新闻事件有更加理性和全

面的了解。
近年来，在个人的新闻实践中，笔者

越来越体会到，由于记者在前方采写，受

时间和个人视角的约束，常使稿件存在各

种瑕疵甚至错误。而一旦带有错误的新闻

见报，轻则让新闻本身的价值受到损害，

重则会酿成新闻事故，造成不良影响。而

作为一名记者，在与后方编辑的日常工作

联系中，对新闻编辑的把关作用也逐步有

所了解，收获不少。笔者对于新闻编辑的

核心概念的理解，还要套用卢因的“把关

人”理论，核心概念就是“把关”，因为编

辑是新闻活动的后期阶段，编辑的一大职

责就是对记者的稿件进行“把关”，以确

保对新闻事件的报道做到准确无误。具体

来说，如何做到准确无误，也即如何把好

浅谈新闻编辑的把关职责

○史 力

【摘 要】由于记者在前方采写，受时间和个人视角的约束，常使稿件存在各种瑕疵甚至错误。一旦带有错误的新闻见报，轻则让

新闻本身的价值受到损害，重则会酿成新闻事故，造成不良影响。编辑是新闻活动的后期阶段，编辑的一大职责就是对记者的稿件进

行“把关”，确保对新闻事件的报道做到准确无误。本文对编辑如何做好“把关人”进行探析。
【关键词】编辑 把关人 职责

实去推测记者没有采访到而有可能发生

的“事实”，并作为事实来报道。④新闻写

作中的细节包括一个表情、动作、一句话

哪怕是一声叹息，但这些表现必须是真实

的，是确有其事，客观存在的。细节应该是

记者经过仔细观察得到的，而不是记者为

了烘托作品内容而人为想象编纂的。
在新京报《夏俊峰下葬：三个悲剧家

庭纠葛终结》的报道中，记者客观、中立

地记叙了原告、被告双方的生活和观点，

并没有因为社会给予夏俊峰“弱势群体”
的称号，就偏袒他。也没有因为申向党是

一个丧子的孤单老人，就想象和夸大他的

困难。对于被杀城管的父亲申向党，记者

运用了语言、动作及外貌描写。“失去儿

子的几年，申向党每天五点起来去停车场

收停车费；下午下班后再去倒垃圾。晚上

九点，去马路边的车棚给人看车。一米六

高，瘦得只有骨头的申向党说，每天把自

己弄得很忙，是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

会想儿子。‘上个月 22 号是他的生日，我

去看他了。每次我都跟儿子说，儿子，爸现

在自食其力，活得很好，你安息吧’。”孤

寂的身影，单薄的力量，一个瘦小的老头

失去了至爱的儿子。记者用细致的笔触刻

画出形单影只的老人，同时也借老人之口

讲述了儿子的生活面貌和工作的心声，

“他活着的时候，邻居有啥要帮忙的，他

都当仁不让。在部队当兵的时候得过很多

荣誉，早早当了班长，还入了党。当上城

管，他跟我说，‘爸呀，你说我这工作又苦

又累，天天撵小贩儿让别人埋怨，你说我

图啥？’”
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可夏俊峰出于怎

样的愤怒与无奈出此下策，张晶作为一个

杀人犯的妻子为何引起社会同情发人深

思，报道中典型的个性对话使我们不得不

再次考虑民众诉求、行政管理与法律规范

的关系与矛盾。
有效应用细节，可以使新闻更具有阅

读性，为新闻增加魅力。在一篇新闻报道

中，细节的有效利用不但可以摆脱枯燥、
呆板的八股文似的刻板报道，活跃新闻内

容，还可以使文字“活”起来，使新闻中的

人物形象或事件的表现更加生动、立体，

增强新闻的可读性，吸引读者眼球，达到

良好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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