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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现代新闻业高速发展，大众传媒的竞争已相当激烈。
无可置疑，竞争成败的关健，是基于社会与受众对新闻信息的认知度与满意度上的。
而这种认知度与满意度又常常始于标题。
标题是现代新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新闻信息为受众所接受的必经通道，是新闻发生作用的起始点
。
不论是报纸、广播、电视乃至网络新闻，都需借助一双双传神的眼睛——标题的概括、评价，进而引
导和强化的作用，以顺利进入传播渠道，寻觅自己的知音，实现自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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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七、评点事理，立言达意　　新闻标题要用事实讲话，要言之有物。
但用事实讲话，并不等于就事论事，而应有鲜明的倾向性，明确地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表扬什
么，批评什么，做到爱憎、褒贬、是非分明。
一个好的新闻标题，既要善于抓住新闻中最主要的事实在标题中予以突出，又要善于巧妙地加以评点
，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关键，在标题中揭示出来，鲜明地表明自己的倾向，使标题有高度的思想性
。
　　新闻绝非无情之物，好的新闻作品（包括标题）对受众不但要告之以事，还要动之以情，给人以
美的满足。
说好，要能使受众喜上心头；揭丑，要能使读者怒不可遏；讲哀，要能使受众悲忧不已；谈乐，要能
使受众眉飞色舞。
一句话，标题必须鲜明地渗透传播者的立场和倾向，要讲究精巧。
照通常情况来说，标题要表达编者的这种炽热如火的思想倾向和强烈的爱憎，应当巧妙地“用事实去
借喻、去暗示，深藏若虚，欲吐不露，而不要直接地说出”。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全然如此。
有的新闻标题，编者直接表明它的倾向性，就比纯客观、单纯靠事实去借喻、去暗示要好得多。
这样，既能帮助受众加深对新闻意义的理解，又可以说出受众想要说而且非说不可的话，给人以亲切
感。
例如对于先进、模范人物的卓越行为，能不用点字词去赞美它？
对于卑劣、势利人物的丑恶行迹，能不耗费点笔墨去贬斥它？
倘若不这样做，往往会使受众要么感到美中不足，要么感到憋气、窝火，没有完全表达出他们的思想
感情。
现实生活说明，在制作标题时，注意虚实结合，坚持既用事实说话，又能标出新闻的背景或评价它的
意义，善于抒情达意，从而就能增强标题的感染力和宣传效果。
　　（肩）残杀八人 死有余辜　　（主）赵连荣被判处死刑　　（1999年7月3日《北京晨报》）　　
赵连荣入室抢窃财物，凶残地杀死同住一室的八位打工妹。
1999年7月3日《北京晨报》的这则标题用肩题加以点评，表达出了作者和读者胸中的义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民族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空气越来越浓厚。
尤其是广大青年，都渴望早日成才。
那么，怎样才能成才，成才之路在哪里？
上大学深造，固然是一条途径。
但能进入大学的人只能是“榜上有名”的一少部分青年。
对于“落了榜”的大多数青年来说，是有望还是无望呢？
对此，全国许多报刊发了大量的报道，进行正面引导，有的甚至洋洋洒洒万余言。
独冠群芳的却是一篇只有两千余字的人物专访。
这篇专访刊登在1980年7月10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它介绍了老作家严文井一段曲折的经历：他四次
考大学均未被录取，尔后通过刻苦自学，终成名家。
难道是别的新闻事实与此无可匹比吗？
不尽然；或许这篇专访的写作技巧胜人一筹？
更不全是。
关键是有一个好的标题。
专访标题的作者准确地抓住了新闻中的精华，把握住了当前的形势和广大青年及其家长的脉搏，作出
了一个上合党心、下顺民意的标题：《榜上无名，脚下有路——记老作家严文井同志》。
“榜上无名，脚下有路”八个大字，明确而理直气壮地揭示了人才成长的另一条重要途径：走自学成
才的道路。
它像一把火炬照亮了人们的心，使人振奋，催人上进。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闻标题制作>>

这条标题不仅在当时，及至今日仍是激励人们不怕挫折、奋发向上的座右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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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丛书的读者对象设定为新闻从业人员、新闻院系师生和广大有志投身于新闻事业的人士。
丛书的作者系活跃在新闻工作一线的资深编辑记者和新闻研究、教学一线的专家学者。
丛书的编写立足于实用，坚持学术品位和学理风格，力争在给读者具体的新闻写作指导的同时，带给
他们一些新的启迪和感受。
丛书的写作注重列举实例，用语准确生动、深入浅出，努力体现"专家写小册子"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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