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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话语向纸质媒体的拓展
——以《东南商报》“情感倾诉”专栏为例

陈也喆

浙江省宁波市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东南商报社，浙江宁波     315000

摘   要 都市报中的“情感倾诉”栏目，是一种口述实录文体的副刊专栏。男女之爱是永恒的话题，但其原本属

于私人的隐秘话语，在当今的大众传媒的作用下，私人话语转化成大众话题，并拓展到传统纸媒，这是一个值得研

究的课题。《东南商报》“情感倾诉”栏目创办于 2004 年 3 月 8 日。曾在 2007 年 5 月，被评为“宁波新闻名专栏”（当

时的栏目名为“倾诉实录”）。如今的她，即将跨入第十个年头。本文试从四个维度，浅析她应运而生的背景，以及

现状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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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情感倾诉”栏目的滥觞

“情感倾诉”栏目最早出现在午夜档的电台节目中，以倾

诉者讲述自己的情感遭遇为主，主持人作简略的引导。由于受

众定位准确 ，午夜情感类节目广受听众欢迎。纸媒上的“情感

倾诉”栏目的雏形是“情感报道”，属于软新闻的一种。

而在纸媒上开创“情感倾诉”栏目始于 1997 年。《北京青

年报》记者安顿，主持了“口述实录”，由此诞生了国内首个

触及普通人心灵的新闻栏目。之后，全国各个地区的都市报，

纷纷开辟“情感倾诉”栏目。如《楚天金报》的“真情倾诉”

栏目，湖北发行量最大的《楚天都市报》的“讲述”、《武汉晚

报》推出的“百姓讲述”等。

《东南商报》的情感专栏诞生于 2004 年，是宁波首个开

设情感专栏的纸媒。并在 2007 年被评为“宁波新闻名专栏”。

此后，宁波各家媒体的情感专栏相继开设，关注新老宁波人的

情感问题。比如《现代金报》的“副刊·情感”专栏、《新侨报》

的“千千情结”等。

2《东南商报》“情感倾诉”专栏产生的背景

2004 年，正是《东南商报》创刊三周年之际，作为当时

宁波人的第一份都市类早报，尚处于探索发展期，已有一定的

受众群体。

情感话题本是私人领域的话题，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哲

学研究》中提出了“私人话语”的概念：“一种语言如果用于

在一个小范围内人们彼此间的交流，而局外人对它一无所知，

那么这种语言叫做私人话语。”照此标准，倾诉者向纸质媒体

交流情感经历，就属于私人话语向纸质媒体的拓展和扩张。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是与当下社会文化、观念的开放与

嬗变，个人的自我意识膨胀和张扬是分不开的；从大众传媒的

角度看，是其平民视角的取向，关注普通受众和小人物的故事，

为受众的情感宣泄找到了合理的出口；从倾诉者的角度来看，

理性客观又相对陌生安全的记者成为了他们倾诉对象；从读者

或受众的角度看，阅读纸媒上的情感故事，满足了他们对他人

情感的窥私欲，从某种意义上，也宣泄和慰藉了相似的感情经

历，达到心灵上的净化。

3《东南商报》“情感倾诉”栏目现状

3.1 倾诉者定位

情感报道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和倾诉群，这对于媒体来说是

非常可贵的资源。栏目最早是在 2004 年 3 月 8 日诞生的，以

选择妇女节这一天首推栏目，就可以大致推测出栏目的性别倾

向性。倾诉的人群中，女性的比例确实高过男性。2012 年的

一份数据表明，倾诉者一共有 205 位，其中女性 139 位，占

71%，男性共 57 位，占 29%，女性倾诉者占了 2/3。

亲历者倾诉，是大部分情感故事的类型。只有亲身经历过，

才能深切地回忆过往的痛楚与欢愉。沉重的精神负担压抑到一

定程度，便会亟待期盼心理疏导与倾诉。因此，情感倾诉栏目

长盛不衰的原因，并不是当代人情感经历的丰富多姿，而恰恰

相反，这种现象反映了大众情感的缺失与饥渴。 有些情感故事，

素材不错，但由于当事人无法寻觅，或已去世，无法亲自口述

故事，需要他人间接描述。或者，倾诉人本身不是故事的主角，

而是旁观者，他对一种现象感到愤懑或感动，有向他人倾诉的

欲望。

3.2 情感故事分类

在情感倾诉的故事中，虽然有涉及亲情、友情与人间冷暖，

但爱情和婚姻仍占据了大部分的内容。爱情永远是人们最关注

的感情之一。倾诉人的爱情故事中，以不同结局来分有如下几

类：

从 2012 年的数据来看，一共有 25 位倾诉喜剧故事，占

12％；“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没有一帆风顺的

爱情与生活，因此这些故事都是倾诉者截取了幸福的人生片段，

希望与人分享甜蜜的瞬间。悲剧，支离破碎、辛酸凄楚的情感

故事，一共有 163 位倾诉者，占 80％。这种类型的故事占了

情感故事的大部分，比如《假装幸福太悲哀，倒不如流着泪坦

白》。人总是到了痛苦与压抑的边缘才会想到倾诉，所以悲剧

是情感专栏的主打。还有一些无法简单地定义为喜剧或悲剧的

故事。他们的故事往往笑中带泪，喜忧参半，这样的故事倾诉

者一共有 17 位，占 8％。

3.3 叙事文体与记者角色

情感倾诉的文体，把触角从外在事物延伸到老百姓的内心

世界，是对传统新闻报道领域的拓展，使得私人话语和私密话

题向大众传媒扩展。情感倾诉的文章通过增加文学性来扩大新

闻的渗透力。

情感倾诉的记者具有与传统媒体不同的身份，他们既是参

与者、记录者，又是观察者、点评者，注重于老百姓内心世界

的挖掘，不可避免地需要记者直接介入事件的方式进行虚实，

实现了叙事主体与叙事文本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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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要根据新闻生产流程构建新型管理流程。要通过搭建

全媒体数字技术平台，对内容生产流程进行重造，实现总台所

有编辑、记者对新闻信息资源的实时共享和互动，其生产流程

应该按照新闻信息采集、制作、编辑、报审、播（刊）出等一

系列功能来划分，如设置新闻采集管理中心、制作管理中心、

审查管理中心、播控管理中心等，扁平化的管理更有利于资源

共享、多媒体协作、形成合力；

总之地市级电视台在网络条件下发展必须借助网络手段，

通过媒介融合充分认识自身条件，扬长避短，积极学习研究新

媒体的运作模式，大胆开展合作向外探索发展，同时国家应该

给予相应的制度设施方面的支持，使地市级广播电视台在新的

网络条件下仍旧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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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负面情感元素泛滥

由于信息来源多是满腹牢骚的倾诉者，因此，负面情绪的

报道十分集中。如涉及离婚、婚外情、家庭暴力、一夜情、赌

博、嫖娼等等。容易对受众的心理产生不良的影响。造成“爱

情无望”的刻板印象；对非常态的情爱观从排斥、憎恶、不齿

到接受和麻木不仁，造成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尺度下滑；窥私心

理决定了受众对隐私话题的关注，长期流连于负面情绪中，容

易有饮鸩止渴的快感。

4 《东南商报》情感专栏的趋向   

增加新闻性与实名倾诉。这样能够很大程度地弥补情感栏

目先天性的缺陷。它使得倾诉者对自己所讲内容负责，不再是

路人甲、乙均可替代的角色。虽然实名倾诉在操作上仍存在很

大难度，而且只局限于喜剧故事。但已经可以从现有的情感故

事中找到愈来愈多的趋向。

在“大情感”的语境下，多种题材的情感故事都应是记者

涉猎的内容。除了情感类别还可增加同事情、同学情、战友情

等，在题材上也应有立体化的呈现。比如当下突出的情感话题

的谈论，心理专家在接诊过程中遇到的情感案例介绍、名人专

家的情爱轶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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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内容，让读者感觉很浪费版面。从环保角度讲，这也是

浪费资源。

举例来说，有一些编辑使用很大尺寸的箭头或是感叹号等

符号来冲击读者眼球。但往往这些符号太过粗犷，不能传达更

多内涵。读者一般看过就会抛之脑后。

好的版面设计应该更注重图案与文字的配合，而不是单纯

追求花哨。有很多报纸也强调视觉感染力，但无论插图还是图

表都是对文字更直观的解读。不会让图形符号喧宾夺主。长期

刺激读者的视觉神经，后果只能是让读者越来越麻木。好的版

面不应当盲目讲究形式主义，而是在美观的同时让读者感受到

新闻背后的力量。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版面风格同质化日趋严重的

时代，如何形成自己稳定而独特的风格，是每个编辑应该考虑

的事情。一旦确定某种版式风格，应当基本保持不变。如果每

天都刻意求变，风格太多，最后的下场就是没有风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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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上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潮流和趋势，贴近生活，创造人民

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内容，更应该在节目形式方面进行开拓和

创新，不断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节目制式、制度来丰

富我国电视节目的表现形式，同时注意做好节目移植的本土化

工作，充分做到取材本土，打造受国内观众喜爱的电视节目。

总之，我国电视节目要想具备传播价值，必须在以上五个

方面做足功夫，只有让电视节目具备了思想性、时代性、艺术

性、实用性、创新性这几个特征，才有可能创造出既具传播价

值又具有收视效果的好的电视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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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节目创优激励机制，对于在创优中表现突出的员工给予应有

的肯定与鼓励，激发他们的创优热情，使整个创优工作有条不

紊地开展下去。

节目创优，是电视台实现自我提升、自我完善、自我发展

的战略性举措。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步，电视台面临着更加

激烈的压力与挑战，应通过强化优化意识、加强团队建设、完

善优化机制等策略，积极开展节目创优工作，走出一条“以优

带弱、全面开花”的强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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