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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词、新解、有腔调
——同质化背景下期刊选题策划的突围之路

◎曹雯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 2017 年全

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显示，我国 2017

年出版图书 255106 种、期刊 10130 种、

报纸 1884 种。与 2016 年相比，虽然期刊

平均期印数、总印数等均有所降低，但期

刊品种却逆势增长 0.46%。在期刊环境越

来越恶劣的现在，不容忽视的是期刊内容

同质化的现象，新闻时事类中《新周刊》

《三联新闻周刊》已获得不错的口碑，《看

世界》《博客天下》等新秀又悄然崛起；

文摘类中《意林》《格言》等期刊正在努

力前进，《特别关注》等后起之秀又不断

蚕食市场；女性期刊更是厮杀惨烈的一片

红海，从老牌期刊《知音》到新崛起的女

性杂志《37 度女人》，每种期刊都使出了

浑身解数在求生存、谋发展。如何从同质

化背景中突围，除了从刊物定位、栏目设

置、封面设计等各个方面推陈出新，内容

求新求变已经是期刊出版人的共识。而选

题策划一向是期刊内容的重头戏，如果能

在选题策划用新锐的词语、新鲜的解释、

独特的文字风格打造自己的“面孔”，就

能让读者在琳琅满目的“杂志铺”中一眼

识别，或是一见倾心。

一、新锐的词语：创造“第一眼爱情”

如今的网络时代信息呈爆炸式增长，

闲暇时上微博、午休时浏览网页、下班路

上用 IPAD 阅读小说……读者的大脑每天

被铺天盖地的词汇充斥着。期刊不能像超

市，文字堆得琳琅满目会令人目眩。著名

传媒人喻国明教授曾提出“三步五秒效

应”，即购买者在一晃眼之间能记下的报

纸或杂志标题最多只有 5个，一般只有 3

个。如何更抢眼？各家期刊都使出了浑身

解数，开本要大、封面要选美女、颜色要

抢眼，而新锐词语就是一个粘住读者眼球

的首要选择。

《新周刊》就是其中的典型，这本给

自己打上“锐”标签的期刊追求“语不惊

人死不休”的效果，从“心媒体”到“人

联网”再到“算法爱情”，这家期刊一直

在创造新词和追逐新词，但这些新词又是

源于时下生活热点的。“心媒体”的那一

期策划导语是这样写的：“所谓‘心媒体’，

即以人心为旨归，不追求宏观叙事和重大

新闻现场，而透过纷然世相的浓雾，将心

比心，直见本心……人是自己内心的媒介，

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心媒体。在利化的

年代，做媒体易，做自媒体易，做成功人

士易，做心媒体难。”显然，这是针对时

下自媒体泛滥，人人皆有话说的时代背景

下提出的“新词”。这种新词即解构了时

下的社会现象，又成功地勾起了读者的好

奇心，反映了期刊编辑的独特匠心。

并不是只有新闻时政类期刊才能提出

新词。女性期刊同样能在新词制造方面大

有作为。女性期刊《女友·家园》第 426

期的主打策划是《年轻的匠后代们》，其

中“匠后代”就是一个可以细品的新词。

“匠后代”是曾经大热的词语“匠人精神”

与“后代”的新奇组合。这个新词传达出

的信息一定会让该杂志的读者群非常感兴

趣，这就是新锐词语的魅力。

新锐词语不能凭空创造，而是将时下

的新闻热点通过嫁接、组合或是比喻等方

式提炼出来。有地气，才能吸引人气。同时，

由于过眼效应，期刊选题策划中提出的新

锐词语必须要有冲击力，让人一见难忘，

还要能耐得住读者的细品，在阅读完整篇

策划后能让读者点头赞叹，甚至口口相传。

这一方面，笔者曾经工作的《家庭百事通》

也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在针对女性暴力

事件频发的时期，策划了一期《女人自救：

远离“火山男”》。其中“火山男”就是

采取比喻的方法，指出如火山般危险的男

人是每个女人的梦魇，较好地表达了策划

主题，获得了读者的好评。

需要提醒的是，新锐词语的创造需要

把握尺度，不能让读者一眼看上去不知所

云。这样，求新成功，但吸引读者却并不

成功，舍本求末。例如，某杂志做过一期

策划《进入女享时代》，虽然“女享”是

个新词，但含义不明，是“女子享受”？

还是“女子享乐”？这个女子是指的哪一

部分的女性人群？虽然读完策划全文读者

可能会明白，但这样生硬的造词只能功亏

一篑。

二、新鲜的解释：“立异”才能夺目

在这个资讯大爆炸的时代，新闻资讯

无孔不入。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互联

网后无新闻”。在新闻业同质化的今天，

期刊的选题策划则必须以深入的报道、独

特的视角、深刻的思考来“立身处世”。

选题策划既要结合当下热点，又得有独特

见解，这就对期刊编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选题策划中将旧词赋予新义，要求编辑

比读者多想一步，发掘旧词在新时代下的

新含义。

《女报·生活》是一本以女性为主要

阅读对象的纪实类杂志。杂志定位是贴近

现代成熟女性，关注都市人群的生活状况。

这本来源于深圳经济特区的期刊风格鲜辣

大胆，其第 457期的主题策划就对“妇道”

一词进行了新的诠释——《妇道，就是妇

女要霸道》。“妇道”这个词在中国传统

文化中意指做妻子时必须遵守的规矩，其

内容多为贞节、孝敬、卑顺、勤谨。而《女

报·生活》的这一期却反其道而行之，将

妇道解释为“妇女要霸道”，策划中提出“妇

道新 10 条”，如：鄙视一切教导你讨好

男人、驭夫的教科书，顺着自己的个性你

最无敌等，给“妇道”这个传统词语在新

时代时赋予了保持自我个性、不媚俗等崭

新的意义，符合了女性读者渴望提高家庭

地位的心理，更让其产生了强烈的阅读欲

望和认同感，是个非常成功的新鲜解释，

让读者对这本杂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综合文化类期刊《8小时以外》曾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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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个主题策划是《无用—随心的幸福》，

杂志封面上“无用”这个词几乎占据了三

分之一的版面，极具冲击力。而“无用”

这个词本身偏贬义，在这个主题策划中，

却提出“无用”能够拯救生活。策划用三

个女性从看似无用的田园生活、下午茶、

香草中成长起来的故事，表明“无用”的

生活才是丰富从容的。在呼唤让灵魂等一

等的年代，“无用”这个词确实可以被赋

予这样的新鲜含义。

旧词可以新解，时下流行的热词一样

也可以在选题策划中有新鲜的解释。“屌

丝”可是说是当下极热门的一个流行语，

本意为无女友或收入不高的男青年的自嘲

用语。几家期刊在此热词上给出了自己的

引申义。《新周刊》的策划标题是《屌丝

传：从精神胜利到自我矮化》（第372期），

认为屌丝的流行，是在自我精神的维度放

下精英姿态与体面身段，谦恭得甚至到了

自我矮化的层面；而《看世界》第 280 期

的策划《屌丝值几钱》中却提出“在大时

代里做一个小角色，人人都有一颗屌丝的

心。”策划中列举了小米手机、买卖宝、

陌陌社交软件等几个商家，已经在“屌丝

经济”浪潮中获得成功。

期刊的选题策划必须准确把握时代的

脉搏，而期刊编辑更要敏锐地发现生活中

的热点、焦点问题，并对其进行分析研究，

找出现象背后的本质。给司空见惯的旧词、

路人都烂熟于心的热词赋予新义，不失为

进行选题策划时一条值得尝试的路。

三、有腔调：打造经典风格

著名小说家王小波曾经引用查良铮先

生翻译的诗歌《青铜骑士》 来说明什么是

好的文风，这首诗的开篇是这样的：我爱

你，彼得建造的大城 /我爱你庄严、匀整

的面容 /涅瓦河的流水多么庄严 /大理石

平铺在它的两岸……短短几行，就营造出

了雍容华贵的英雄体诗文风。

选题策划是期刊的重头大戏，其文字

也应当学诗歌般细细雕琢，而结果不仅仅

是词句的精当，更能塑造出自己独特的文

字风格，唱出属于自己的“腔调”。这种

风格要与杂志的气质相符合，娱乐时尚类

期刊当然可以大用特用“hold”“萌”等

热辣词语与时下潮流相结合，时政新闻类

期刊则大多以“中国”“一代”“史”等

全局性文字来塑造恢弘庄重的风格，而女

性类期刊则多用“婚姻”“爱情”细腻实

用的标题来吸引读者，给读者以知心闺蜜

的感觉。这种文字风格的塑造可以最大

程度的展现出期刊的个性和选题策划的

倾向性。这一方面，做得最成功的还是《新

周刊》，他们的选题策划有强烈的杂志

特色，由独有的行文结构和句式构成。

其标题非常简洁，常常只有 3~5 个字，

具有很强的冲击力，比如关于月球登陆

的《月之 B 面》，还有网络热议的《锦

鲤图考》等。其选题策划的文字风格简

洁犀利、时代感强。因此，这本期刊聚

焦了一批铁刊读者，是读者眼中畅快淋

漓的“观点供应商”，引导读者关注正

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趋势。

《女报·生活》这本女性期刊一改多

数女性期刊教导女性温良谦恭让的传统风

格，引导女性追求自我。从每次的选题策

划标题上即可以看出：《新婚姻法与我无

关》《私房钱是最硬的硬道理》《NB驭

夫术》《一个女人一个招，男人把钱交出

来》。这些选题策划从内容到标题都表现

了经济独立的职业女性在新时代下强悍又

不失温柔的家庭守护方式，很有冲击力。

拿《新婚姻法与我无关》这个选题策划来

说，当时的背景是《新婚姻法》解释三的

出台，各家女性家庭类期刊纷纷表示关注，

为读者支招解惑。《女报》却提出“婚姻

法与我无关”，唱出了自己的腔调。当然，

选题策划的内容仍是以鼓励女性自立自强

为主，但导语也有自己的一番解译：“认

真过日子的人，不需要新婚姻法。”其选

题策划的文字风格则是风趣幽默、一针见

血，这种以自立为骨，兼顾社会价值的风

格就属于刊物自己的腔调。每一本杂志背

后都代表着一个群体，当读者认同于《女

报》塑造的女性自立自强富有幽默感这种

生活理念时，他们就成了这本杂志的忠实

读者。

综上所述，读者需要多元化和个性化

的服务，期刊更是一种个人化的媒体，期

刊出版者必须永远追求“人无我有、人有

我新、人新我精”，才能在强手如林的竞

争浪潮中取得一席之地，甚至木秀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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