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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机《文赋》曰：“石韫玉而山晖，水

怀珠而川媚。”平淡无奇的石头因蕴藏着

宝玉而使山川绽放着夺目的光辉，山川溪

水因有了宝珠的存在便拥有了光彩和可

爱。新闻作品那些传神而又富有魅力的标

题，就象山中的美玉、水中的珍珠，能够激

起读者内心的波澜，磁石般地吸引读者去

阅读新闻。因此，长期以来一些新闻工作

者非常注重新闻标题的制作。
现代人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对媒体

上的每一条新闻从头到尾逐字逐句阅读。
人们在阅读新闻时，注意力首先会集中在

新闻标题上。所以说，把新闻信息尽可能

多的置于标题中，让读者看过标题之后，

就能够知道这篇新闻写了什么事，这一点

至关重要。
一、新闻标题信息化的表现

1、新闻标题越来越长

读者对新闻的选择往往是通过浏览

新闻标题来实现的。于是，新闻工作者在

标题中融入更多对读者有吸引力的信息，

这样增加信息量势必造成了长标题的发

展趋势。2004 年 5 月 16 日《羊城晚报》
有一则新闻的标题“烧烤店暖暖的蹂躏

夜广州 （主题）”“火焰像放毒一样大肆

燃起，噪音像凶神一样刺激神经，私己之

欲不依不饶蚕食大众安宁 （副题）”。
2010 年 10 月 14 日《21 世纪经济报道》
有一则新闻的主题是“五中全会最大看

点是十二五规划”，副题长达 100 个字。
可见，该报编排者是有意追求这样的长标

题的。
2、标题主体化趋势明显

新闻工作者要在标题中增加信息量，

就必然要把新闻的主体内容表述出来，让

读者读完标题后，对这条新闻就已经有了

一个轮廓。现在看报纸，人们都有一种感

觉，就是信息量越来越大，在标题层面就

能获取一种实实在在的信息，标题即是新

闻。比如 2008 年 3 月 22 日《人民日报》
一组新闻标题“国内外社会各界为冰雪

灾区捐赠 22.75 亿元”、“东西扶贫协作

企业投资首超千亿”、“广钢韶钢并入宝

钢”。《人民日报》作为党的机关报尚且

如此，其他省级日报、晚报新闻标题主体

化趋势更加明显。
3、复合式标题变多

为了增加新闻标题中的信息含量，新

闻工作者在新闻标题的结构上改变了过

去的单一式结构，更多地采用复合式结

构。一则新闻采用引题、主题、副题等多种

形式，甚至利用小标题组成标题群。例如：

（引题） 青山寂静倾听深切思念 岓
江奔腾激扬奋斗力量

（主题）纪念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一周

年活动隆重举行

（副题）胡锦涛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李克强出席

———新华社 2009 年 5 月 13 日

（引题）2000 亚洲预测

（主题）21 世纪：亚洲要坐庄？

（标题群）A 亚洲在崛起

B 美国正在买日本！

C 欧美，两个狠对手

D 几个“火车头”一起开

———《羊 城 晚 报》1999 年 12 月 31

日

在“都市快餐”似的快节奏生活中，

增加新闻标题的信息量显得越来越重要

了。当然，不能把新闻标题等同于新闻内

容，也不能用单纯的信息量来评价一则新

闻标题的优劣、好坏。新闻标题只是新闻

报道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具有很多自

身的创作原则和要求，不能一味地追求信

息量。新闻工作者对一个新闻事实进行观

从信息量的角度看新闻标题的制作

○王 珩

【摘 要】现代人生活节奏快，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对媒体上的每一条新闻从头到尾逐字逐句阅读。人们在阅读新闻时，注意力

首先会集中在新闻标题上。本文从信息量的角度考察揭示新闻标题的发展趋势、制约因素及制作方法。
【关键词】信息量 新闻标题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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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后，要对其进行多次的提炼，总结出要

在标题中展现的信息，然后进行加工创

作。这其中要受到报道事实，传播者的意

识，选择的角度，读者等多因素制约。因此

信息量只是评价新闻标题的一个重要零

件，而不是唯一条件，那些信息量并不算

多，但却言简意赅，吸引阅读者的好标题

比比皆是。《中国青年报》2006 年 1 月 1

日的一则新闻标题“流浪的‘小鸟’再也

不用租窝”（小鸟比喻刚参加工作的年轻

人），《人民日报》2008 年 8 月 11 日对奥

运会的报道标题“十日决出游泳四金”。
这类标题只是从众多的新闻信息中筛选

出部分信息，并对其进行文字上的处理，

然后呈现给广大读者，这不也同样产生了

吸引力，吸引了读者的眼球吗？

二、新闻标题信息化的制约因素

1、事实的真实性

新闻具有真实性、时效性、准确性的

特点。作为新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标

题也应该具有真实性的特点，标题中呈现

的信息必须是真实的、客观的。新闻工作

者在创作新闻标题时需要把事实作为第

一要素。例如 1978 年新华社陕西分社社

长冯森龄到延安采访后，针对农民生活困

难的问题，写下题为“延安有很多农民上

街要饭”、“延安农民去年口粮不足二百

斤，大家深切怀念毛主席在延安的日子”
的新闻标题。为此冯老受了不少苦，但却

展现了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受到了大家的尊重。新闻标题必须用

客观事实来说话，但是一些新闻工作者为

了吸引读者的眼球，利用读者的好奇心，

在新闻标题创作中哗众取宠，表述上花样

百出，违背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形成了

恶搞的效果。例如南京一行人死于车祸，

一些媒体的新闻标题竟然是“骑车人中

头彩惨死”，这种戏谑的题目只能引起读

者的反感。
2、方向的引导性

新闻具有引导舆论，指引方向，弘扬

社会正气，宣传社会公德，沟通思想的作

用。所以标题展现出的舆论导向必须是正

确的，这制约了新闻标题的信息数量，同

时也为其提供了一定的发挥空间，可以说

是一把双刃剑。例如要提倡什么，反对什

么，体现出哪种社会主旋律，是否要展示

出人文意识和人文关怀，要造成哪种社会

影响……这些都可以影响标题中的信息

数量。1987 年的一则新闻《乔副教授登门

纠正误诊》就展现出了一位知错能改，勇

于道歉，能够认真纠正自己的错误的医生

形象。2007 年新年之际，《人民日报》有

一则新闻标题“寒冬小村涌动融融暖流

总书记踏雪看望坝上乡亲”，虽在隆冬，

但“春意”却铺面而来。
3、主体的个性意识

新闻记者首先是作为社会个体存在

的，他们有着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

值观，然后才是新闻传播者。新闻标题的

创作者在审视和捕捉新闻信息前已经具

有了强烈的个性特点，在捕捉事实，提炼

信息，创作标题这一过程中主体的认识水

平，新闻素养，价值取向则进一步展现出

来。由于个体的自身条件不同，不同的新

闻工作者对同一新闻的报道所选的角度

和进行阐述的内容、方法也不会一样，在

标题中包含的信息数量自然就不同了。同
时，作为新闻载体的报刊杂志，它们的性

质不同，叙述方式自然就不同，这必然影

响到了新闻标题中的信息数量。
4、客体的满足性

新闻的阅读者，不是简单的被动的接

受者，而是一种反方向的能动参与者。作
为传播者必须理解他们的要求，听懂他们

内心的呼声，认识他们的现状。这样创作

出的新闻标题才是有的放矢，才能真正满

足新闻阅读者的需求。新闻工作者需要从

阅读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尽量多的在标

题中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信息。
新闻标题是语言的艺术，要增强标题

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增强标题的信息含量

还得考虑制作标题的技巧及方法。
三、新闻标题的制作方法

信息在标题中的展示最终还是要落

实到语言文字上，语言文字是新闻信息的

输出载体，信息要借助于文字手段加以输

出。语言文字掌握熟练的新闻工作者在创

作新闻标题时对信息量的掌握较好，可以

为读者展示较多的信息，其中既有客观的

新闻信息，又有主观的情感信息。
1、表“情”要丰富

标题中信息的输出要借助于文字，自

然就重重的打上了文学的烙印，具有了文

学的特点。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

情”。文学是表达情感的一种手段，在新

闻标题中要用简单的语言来表达丰富的

意蕴。例如蛰居的吴佩孚不愿当汉奸，移

居上海，《大公报》编辑制作了“吴子玉

南下”的新闻题，主笔张季鸾先生则在标

题上加上“翩然”二字，结果标题定为

“吴子玉飘然南下”这增加的两个字充分

展示出对吴佩孚的赞扬之情，充分体现了

情感信息。
读者从标题中经常可以体会到新闻

记者对新闻事实的关注、愤怒、讥讽等情

感，这种标题可以唤起阅读者的共鸣。例
如《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新闻标题“别让

英雄流血又流泪”，还有获得第八届“中

国新闻奖”一等奖，反映香港回归的新闻

标题“别了，‘不列颠尼亚’”，新闻事实

是客观存在的，经过新闻工作者的生花妙

笔创作出的标题具有了浓厚的情感信息，

其文学意味是显而易见的。
2、语言要明了

新闻工作者在标题的语言上尽量要

做到精，内容上尽量做到全。所以标题的

语言要明白晓畅，容易理解。例如《北京

晚报》在马季先生辞世后，写了一篇题为

“数千市民泪别笑星马季“粉丝”现场模

仿秀”的新闻，语言直接明了，简洁易懂，

传递出人们对马季先生的怀念。《环球时

报》有一则新闻，标题为“阿富汗成了毒

老大”，“恐怖大十字见鬼去吧！”，用口

语化的方式传递了异国他乡的生活现状

的新闻信息。但是语言的明了并不意味着

一定要“俗”化，这只是一种有利于群众

理解的表达方式而已。
3、手段要多样

新闻标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可以

利用丰富的文学手段来增加其信息含量，

使其内容丰满生动起来，可以富感情于其

中，富褒贬于其中，富形象于其中。人们在

阅读新闻标题，获得信息的同时，还带来

了心灵的悸动，得到了美的体验。文学手

段是丰富的，标题用来增加信息量的手段

自然也是丰富的。
（1）修辞的运用。拟人、比喻、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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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偶等修辞方法都可以用来增加标题中

信息的数量。比如：

对偶：葛优越演越坏成杀妻凶手，海

璐飘来飘去造超级恐怖

———《城市晚报》2005 年 4 月 12 日

引用：待来年，重整旧山河

———《钱江晚报》2006 年 2 月 24 日

（2）细节的形象运用。利用文学形象

和刻画人物的手法来增加信息含量。2005

年 5 月 5 日《羊城晚报》报道宋楚瑜表妹

期待表哥归来的标题“表妹忆楚瑜童年

趣事泪盈眶。”
（3）标点符号的运用。标点符号在标

题中的应用，已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对
于增加信息量、扩展新闻内容具有重要的

作用。2004 年 8 月 8 日《北京青年报》的

一则新闻 “国足主场 1：1 失利 日本队

‘手’住冠军杯（引题）”“累！手黑！点儿

背！无言以对！（主题）”用了四个感叹号

增加了内容信息和情感信息。
除此之外还可以利用文学手法，复合

式标题句式的变化等方式来提高标题的

吸引力，增加信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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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跳水、相亲类娱乐节目之后，歌唱

选秀类节目又扎堆出现，引进节目呈井喷

状态，当前电视节目存在比较严重的雷同

化现象。电视频道是有限资源、稀缺资源，

提供什么样的节目应当综合考虑，科学安

排。但是当下电视已愈来愈成为“娱乐”
的代名词，电视娱乐化也暴露出一系列弊

病———泛化、同质化、低俗化等现象招来

“娱乐至死”的追问与批判，同时引起受

众、媒体、政府多方利益的冲突与纠葛。①

如果各电视频道都扎堆播出相同节目类

型，必然挤压了其他类型节目的空间。同
时，娱乐节目雷同化现象严重，会造成荧

屏单一乏味，观众审美疲劳。

而中央电视台、国家语委共同举办的

大型电视活动———央视科教频道推出的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节目，吹来一股清

新醒脑的文化风，一定程度上扼止了电视

中传统文化的颓势，弘扬了博大精深的汉

字文化的魅力，受到观众的普遍欢迎。
“汉字听写”节目的创意为电视注入了新

鲜血液，其经验值得认真思考和总结。
一、创新节目内容，突出文化亮点

“汉字听写大会”的鲜明特色是知识

性和文化性，当然也有一定的娱乐性。它
集综艺、知识、文化于一体，汇聚全国各地

识字最多的青少年和文化名人于一堂，通

过知识的交流、文化的碰撞，营造了一种

文化普及的良好氛围。
在“汉字听写比赛”中，看不到梦幻

的灯光、华丽的舞台布置，更没有各种明

星来献艺助阵，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学生成

为节目的主角。比赛过程中的紧张气氛，

充满悬念的戏剧性，精彩的成功和令人扼

腕的失利，再加上学生们朴实、自然、真实

的表现，同样产生了愉悦大众的娱乐功

能。观众为选手吊着一颗心，捏着一把汗，

在紧张专注中观看选手比赛，从充满激情

的快乐中学会了新知识；电视人也实现了

“寓知识于比赛”、“寓学习于娱乐”、
“寓文化于节目”的初衷。由此看，独特的

文化元素是“汉字听写比赛”不同于其它

○胡芃原

“汉字听写”节目对电视发展的启迪

【摘 要】去年夏天，由央视科教频道推出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用符合电视规律的合理合情和富于创意的形式，展现出丰富

多彩的文化之美，在一定程度上就弘扬民族文化和谋求商业价值寻找到了新的方向。
【关键词】汉字听写大会 传统文化 创新

声 屏 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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