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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新闻观点才能贴近民众

◎张振中

近几年，全国各级各类媒体都在重整

资源、互较高下，媒体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逐步扩大，竞争也是日趋激烈，而随着现

代社会民主进程的加速推进，平民化成为

各类媒体争取受众，扩大影响的一件法宝。

电视新闻也应顺势而为，以平常心贴近普

通老百姓，用真实的新闻观点全景展示民

生视角。

一、民生乃根本 报道接地气

 多 年 来， 新 闻 界 一 直 强 调“ 三 贴

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电视新闻节目更应该讲述老百姓的实际生

活状态，以普通百姓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

为新闻的根本，特别要注重大众的接受心

理，最大限度地挖掘出新闻栏目的可看性。

心里装着群众，不是说说而已，应具体体

现在节目上，要说到心坎上，挠到痒痒肉，

让大家听听乡音，叙叙乡情，体现出当今

电视新闻节目的创作导向和价值走向。

现在的大众传播研究普遍认为：受众

不是一个消极、被动的客体，而是积极、

主动的群体，受众不仅是电视的传播对象，

更是电视的服务对象。如何最大限度地满

足广大电视受众的内在需求，应该是当今

中国电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具体到节目中，最简单的一个要求就

是“要说人话”，你知道的，你想让别人

知道的，别人愿意知道的，清清楚楚告诉

他，就可以了。要杜绝喊口号一样的语言，

将政治、经济、道德准则等晦涩的内容转

换为日常生活的通俗话语。举个简单的例

子，如果新闻中出现了 1.037 亿元这个数

字，不要读成“一点零三七亿元”，而应

该读做“一亿零三百七十万元”，0.1 元

就读成“一毛钱”，千万不要读成“零点

一元”。老百姓上街买菜，商贩会说“拿

好您的菜，这是找您的零点一元”么？明

显是不会的。同时，电视语言要尽量用短

句，少用长句，尽量用大白话，避免用书

面语，这样才会让受众有亲近感。此外，

记者要从日常生活中寻找新闻素材，讲生

活中真实的故事，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雨般

消解观众的疑难，滋润观众的心田，让观

众从观看、思考和感悟中得到教育和启发。

当前，与以往的被动接受不同，“让我们

自己看，让我们自己想”正逐步成为电视

受众的普遍心态，他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

反映日常琐事的东西，需要的是人与人心

与心的互动交流。一个节目、一组镜头，

一篇稿件，如果不能吸引受众，不能给大

家留下思考、参与的空间，那就根本谈不

上心里装着受众。因而，电视新闻的平民

化，首先必须消除的就是电视新闻与受众

的距离和神秘感，强化其特有的贴近感和

真实感。

从传播角度说，电视新闻传播内容只

有观众接受并认可，百姓关注并欢迎，传

播过程才算完成。而要实现这一过程，就

要求我们必须多将镜头对准普通百姓，深

入到社会生活的最底层中去，倾听百姓呼

声，反映群众疾苦，要善于挖掘人的深层

情感，表达人的本心需要。而这种表达，

还不能流俗，不能牵强，不能刻意，需要

一种自然地流露，深情的表述，这种节目，

应该是诗意的，需要把整段的原本一个故

事的叙述打碎，变成几个碎片，也可以说

是一颗颗珍珠，通过多种形式，串起这个

主要内容，让受众随时随地都可以看进去，

看下来，而且利用这种形式的多变，让大

家享受到接收信息、感受权威的快乐，这

是需要一定功夫的。

二、要让真实的事有真实感

做新闻不是拍电影，但可悲的是，电

影明明是假的，但却可以让观众信以为真，

情绪也随之波澜起伏，欢笑、哭泣、震撼。

新闻明明是真的，却在很多时候不被民众

接受或者认可，甚至被嘲讽。归根结底的

原因是，真实不等于真实感，如何让我们

真实的新闻节目更有真实感，这其实是一

门很深的学问。

当前，各类媒体每天发布着大量的消

息，甚至这些消息本身就互相冲突甚至矛

盾，作为一名普通的受众，如何分清真假，

怎么辨别是非，其实很难，这就导致了诸

多问题，主流价值观面临多元价值冲突，

主流媒体面临复杂舆论环境，主流报道公

信力被质疑，诸多公职人员被妖魔化。面

对这些问题，如何破局，其实央视很早就

做过尝试，2012 年国庆节期间，央视推出

《走基层 百姓心声》特别节目《你幸福吗》，

在社会上引发巨大反响，也是从那时候开

始，海采的方式开始在国内电视新闻中流

行。当时央视给采访的记者三点要求，

 1. 采访中不要刻意去找你想要的，而

要去发现让你意外的。

2. 所有的回答都是我们想要的。

3. 回答不是唯一重要的，

回答的状态和场景同样珍贵。仔细琢

磨一下这三条要求，不难发现，节目制片

人寻找的并不是幸福本身，而是在寻找新

闻的真实感，重塑电视的公信力。海采中

出现的“我姓曾”等种种神回复，现在也

令人记忆犹新，这也给所有的电视新闻人

上了生动的一课，我们的报道不仅应关注

民生改善的最终成效，更应关注民生改善

的实现过程，正面触及在这个过程中当事

者遇到的缺陷、努力和收获，关注过程，

而非结果，因为过程带来未知，未知传递

真实。结果往往就是一句话，简单而没有

味道，而达成结果的过程却充满了个体化

的付出与意外，曲折与故事。关注了过程，

放大了过程，反而会让我们的节目，带给

人们更多的“真实感”。

让我们回过头来反思一下，为什么我

们电视新闻的公信力会一点点的丧失，为

什么会有“希望生活在新闻联播”里的嘲

讽，难道新闻中播出的事件都是假的吗？

不是的，问题是我们新闻中播出的事件都

是正面的，甚至可以说是被塑造得过于正

面了，而负面的内容往往是不会也不能播

出的，这其实与老百姓的生活是脱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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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日常生活中只会遇到正面积极向上

的事呢？所以说，如果我们在报道中，

让社会的整体发展与百姓的个体感受脱

节，那这样的正面报道有可能带来的是

负面效果。

电视节目是线性传播，受众对新闻没

有选择和支配权，他们只有紧紧跟住播讲

的速度，才能理解信息的内容，因此，记

者在电视语言语境的创造上要注意分寸，

不要刻意引导，主流媒体，拼得就是现场

和立场。比如，记者以新闻事件的目击者

身份作现场报道，这时，记者就是民众的

代言人，不要随意增加自己的主观判断，

而应该不加修饰地把现场的真实场景展现

给观众，让观众得到第一手信息，通过这

个信息自己分析判断，得出自己的结论。

这是对观众的尊重，也让新闻更具真实感。

三、用观点做新闻

电视新闻都要做“主题报道”，顾名

思义就是“主题先行”的报道。就像一场

足球比赛，队员还没有登场，就已经确定

了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所谓的“主题”。

这样的比赛只能有这样的结果，我们能做

的就是尽量让这个结果实现的过程曲折一

些，艺术一些。但无论我们怎么做，主题

报道的新闻性都很弱，“宣传”的本质都

没有改变。因此，能够吸引受众看下去的，

只有你通过事实陈述的观点。有一句话：

事实来自现场，观点产生力量！

（一）要学会用最生动的事例解释最

基本的原理

一些最基本的原理或者概念就是最普

遍的观点，尤其是做经济类的新闻，很多

名词和术语一般人听都没有听过，很多罗

列起来的数字让人眼花缭乱，记者需要把

这些东西自己先搞懂，然后再转变成普通

观众能看懂的语言和方式展示出来，这样

才算把你的观点呈现了。“看懂”是对一

个稿子最基本的要求，如果我们的稿子外

行人都看不懂，只能说我们自己也不了解

要表达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

（二）用最精准的眼光捕捉最前沿的

观点

潜伏在一些基本原理下，还有很多最

前沿的观点不断推动着理论的深化。按照

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应该是先有事实再

有观点。但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那我们

不妨反其道而行之，先捕捉一些最前沿的

观点，再搜罗最生动的事例进行验证。这

些观点不像那些基本原理，时刻附着在事

物表面，而是蕴藏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

因此需要我们敏捷地去捕捉。

（三）用最深邃的思考总结最鲜明的

观点 

通过事实自己总结观点，是做新闻的

最高境界。有些部门文件中的观点，有可

能放在江苏浙江行，放在广东深圳也可，

是具有普遍性的。然而通过自己的思考整

合信息，总结出来的观点，放在其他地方，

它是不适用的，因为这种观点具有唯一性。

记得之前有些专家曾争论许久，我们

做电视到底是要吸引人们的眼球还是抓住

人们的耳朵。随后《百家讲坛》的火爆让

这一争论戛然而止。看腻了奢华的灯光，

昂贵的布景，当人们要逃避视觉污染时，

静谧地聆听便有了机会：一个老头、一尺

讲台、一只话筒，电视就以最原始的状态、

最低廉的成本抓住了人们的耳朵。思想的

讲述更具有沉淀性，《河殇》的镜头你还

能记住多少？但它所陈述的观点依然在我

们耳边萦绕。形式是易碎的，思想是永恒

的，因此，我们要用思想做新闻，做有观

点的新闻。

作为一名记者，在新闻报道中，无论

是时政报道、经济报道、还是社会新闻报

道，都要善于从群众的角度去捕捉报道的

内容和观点。多从基层一线生活中反映出

的一些新问题和群众日常生活中的变化，

找到具有代表意义或对全局有启示意义的

线索，然后用自己的思想，把这些看似无

关的线索用一根线串起来，加以佐证、推

敲后再推向大众。

总之，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观点是新

闻的灵魂，只有真实的新闻观点才能最贴

近群众的生活、最具烟火气。传统电视新

闻中存在的“高大全”和居高临下说教模

式注定要被淘汰，传播效果才是检验报道

是否正面的唯一标准，这是对时代、对生

活、对受众的尊重，也体现着新时期电视

顺应时代的全新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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