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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讣告新闻的改进 
死是任何一个人都不可避免的归宿 ，因而也是于任何一个人 ， 

都不能不关注的事情 。虽说人死，或轻于鸿毛 ，或重于泰山，但是 ， 

大多数的人的过世总是介于两者之间，不能轰轰烈烈 ，也不能不留 ： 
一 丝痕迹。一个人死去了，媒介通过一定方式反映出来，就有了讣 ： 

告新闻。讣告新闻在中外媒介上出现得都比较早。早在1704年，第 t 
一 份真正的美国报纸波士顿新闻信札第一期上 ，就刊登了一条讣 ： 

告新闻 ：纳撒尼尔·月十五 日逝世，四月二十八 日安葬，享年五十三 ： 

岁⋯⋯在近代中国，讣闻的刊登曾经被看作是革除旧习的一种手 ： 

段。l9o5年天津大公报首先登载一则《讣闻登报》的消息。文中说 ： t 

“讣闻登报 ，外国习以为常 ，近 日华报亦数数见之 ，可谓输入文明之 ： 

现象也。”作为一种“输入文明”的举措 ，1906年4月7日，大公报登出 ： 

天津金融家严信厚的讣闻，这是天津的第一份现代讣告的实例 。讣 · 

告新闻发展到今天 ，本应该丰富 多彩，是透视社会和人生的一面镜 ： 

子 ，但由于长期以来 ，对讣告新闻重视程度不够 ，以及受到各种条 ： 

框的限制，在我国的报纸上，讣告的内容单一，形式单调 ，只有那些 ： 

高级官 员或名人去世的消息 ，才会见 

诸报端 ，有些报纸把针对广大人民群 

众的讣告刊登到广告栏里 ，更是没有 

意识到讣告的新闻价值。因此，应该大 

力改进我们的讣告新闻。 

讣告新闻在有的发达国家报纸版 

面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美国报纸 

普遍对讣闻报道给予高度重视，去世 

者不论是百岁老人 、乐于助人的鞋匠、 

立过战功的退伍老兵 ，还是断案经验 

丰富的法官 、肥皂剧的创始人 、献身动 

物保护的科学家 ，只要其一生有特色、 

有亮点，都可以予以报道。很 多日报每 

天都有至少一个版报道此类新闻 ，各 

报都配备专门报道讣闻的记者，纽约 

者对于国际国内某重大新闻报道 ，根据自己掌握情况结合本土情 ， 

况再生新的新闻信息。如果说原生性新闻是在第一时间 、第一落点 t 

上捕捉新闻，再生性新闻则是在第二时间 、第二落点上再生新闻。 ： 

1997年东南亚出现金融动荡 ，引起国内广泛关注，中国日报负责金 ： 

融报道的记者任侃采访专家写成一篇预测性报道 《中国拒绝金融 t 

风暴登陆》，回答了许 多人对 中国是否会步其后尘的疑问，获得当 ’ 

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2002年袁隆平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长江 ： 

日报根据袁隆平的简历 ，报道袁隆平曾在武汉四中读初中，一下子 ： 

拉近了与受众的心理距离。 t 

在 原生信 息的对 位点上 再 生新 闻信 息 ： 

对位点指受众新闻信息的心理对位点 ，每个人因为性别 、年 ： 

龄 、职业 、兴趣爱好等不同，有不同的心理需求。原生性新闻往往就 · 

社会生活的整体而进行报道 ，不能顾及到不同受众的特点 ，满足不 ， 

了不同受众的心理需求。根据受众的特点再生新闻 ，引起受众共 ： 

鸣，更有针对性和指向性 。2000年是“九五”计划最后一年 ，人民 日 ： 

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 ，对“九五”期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的 · 

成就从宏观出发报道，经济日报根据不同读者对经济信息需求的 ： 

差异，从老百姓 、企业家 、省市长三个不同的视角反映各地 、各行在 ： 

“九五”中的变化 ，《老百姓眼里的“九五 ”计划》等报道就是针对不 · 

同受众心理对位点再生的新闻。 ， 

在 原 生信 息 的升华 点上再 生新 闻信 息 ： 

记者受认识水平 、时间条件等各种 因素制约 ，不可能在原生 ： 

信息中解剖到事物内部 ，对事物进行探析式 、分析式的深度报道 。 ， 

原生信息只是记者对客观事物的事实性信息 ，一般表象的描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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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浅显 ，缺乏对新 闻信息的进一步 

分析 、思辨。随着事物的不断发展 ，记 

者认识程度不断加深 、逐渐把握到事 

物的本质 ，由事实性信息升华到理论 

性的信息 。记者有意关注某个报道 ， 

认识不断升华 ，由表及里 ，再生新闻。 

1998年 ，不少媒体报道一些人练法轮 

功不吃饭 、不睡觉 、不看病 ，齐鲁晚报 

记者深入 这些人 中采访 ，写成报道 

《请看“法轮功”是咋回事》，记者以确 

凿详实 的事 实性信息揭 示法轮功的 

本质 ，阐 发出发人深 省的理论性信 

息，升华了主题。 

谈到再生性新闻信息 ，有些人认 

为再生新闻是抄 ，是编 ，是重复别人的 

东西 ，这不符合再生性新闻的本意和 

再生新闻的操作规范。再生新闻要能 

再生成功 ，要遵循原生信息的内在逻 

辑发展规律，不要拔高 ，不能主观臆 

断 ，再生新闻不是炒新闻 ，要注意报道 

的尺度和分寸，它要求新闻从业人员 

遵循新闻发展规律 ，运用创新思维 ，延 

长新闻生命力，灵活多样地搞好新闻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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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和华盛顿邮报 等大报分别配有5 · 

名和4名讣闻记者。在英国的主要报纸 ： 

里 ，每天总有一整版的讣闻；黄道吉 日 ： 

时 ，还 占满两个版面。对于讣闻的处 ： 

理 ，短的十行八行 ，长的半个版面 ，而 · 

且还加上逝者的照片。讣闻的长短 ，和 ： 

死者的社会地位、职业或财富，并没有 ： 

必然的关系。讣闻涵盖面非常广，士农 ： 

工商、军警医法 、艺文影视、王公将相、 一 

贩夫走卒 ，无所不包。甚至其它国家的 ’ 

人士 ，也在报道之列。 ： 

为什么讣告新闻在英 、美如此受 ． 

欢迎呢?纽约时报总编辑豪威尔认为 

讣闻是十分重要的新闻 ，很 多人的一 

生丰富多彩，但直到去世仍知者甚少 ， 

其经历也永远消失了，这对死者本人 

和读者都是不公平的。读者从这些有 

趣的人生经历读 到的并不 仅仅 是眼 

泪，更多的是欢乐，他们为自己身边曾 

经有过如此动人的生命而感到欣慰 。 

著名学者熊秉元还认为，讣闻涵盖面 

非常广，所以读者经常可以看到因缘 

际会 、一闪而逝的人生曲折。这些题 

材，或者令人会心一笑 ，或者引人热 

泪 ，都是有抚慰心灵的作用。而且 ，讣 

闻版对教育学术 、文学艺术和从事其 

它冷门活动者的报道 ，以及对那些不 

是最耀眼的星星所作的描绘 ，等于是 

反映和肯定了社会的多元价值。讣闻 

版的内容扩充了读者的人生体验。每 
一 篇讣闻 ，都是有血有肉的一生 ；读者 

虽然隔了一层 ，但也等于是经历了类 

似的轨迹。由其他人的生命历程里 ，读 

者得到启发，也得到提醒。当他们面对 

自己的人生时 ，或许可以有比较清楚 

平实的取舍。 

好的讣告新闻因为能启发或者感 

动读者，因而可以帮助报纸扩大读者 

群，提高发行量 ，树立媒体的亲民形 

象。日本新闻界总结的一条加强与民众联系的方法，就是多刊登 

“豆”新闻 ，即在地方报纸上大量刊载的有关商品信息、生活信息的 

社会新闻，涉及读者的衣食住行和身边的大小事情。由于日本地方 

报纸只在县内某一地区发行，报道范围就在这个特定地区内，因此 

与读者生活密切相关的芝麻粒大的小事都可以引起读者的兴趣。 

因新闻题材在重大国内国际新闻之外 ，人们形象地称之为“豆”新 

闻。像讣告新闻这样的“豆”新闻 ，不仅可以提高报纸的知名度 ，地 

方报纸在应对全国性大报冲击时 ，如果注意 多采写“接近性”新闻 ， 

比如多写一些与报纸在同一区域的小人物的讣闻，就能发挥 自己 

地方性优势 ，这是创建地区性大报重要途径之一。 

我国现在的讣告新闻不仅内容需要扩大 ，而且写作方式上也 

要改进 。讣告新闻不要都是干巴巴的人生简历 ，如果能用流畅 、 

形象的语言写出一个人的有个性的一生 ，那将是一篇十分难得 

的好新闻。我们看一下西方新闻界怎样选择讣告的内容 ，怎样把 

握讣告的语言 。苏格兰人迈贡纳高十分喜欢写诗 ，但他的诗毫无 

价值 ，而且为人乖僻 。他死 后几家报纸如此刊登讣告 ：“可怜的迈 

贡纳高死 了；从某些方面来说 ，世界也 更加无趣了。不管人们对 

他的 ‘诗 ’怎么看 ，关于它们的娱乐性从未有过任何 争议 。”讣告 

新闻描述迈贡纳高47岁时突然诗意大发的情景 ：“我 的身体突然 

开始燃烧 ，顷刻之间我被写诗的强烈愿望所俘获 。实际上 ，这种 

愿望是如此强烈 ，以致在想象 中我听到一个声音在 耳边大声呼 

喊 ：写吧 !写吧 !．’讣告新闻还这样评价他 ：“没有人比他更适合最 

蹩脚诗人这一称号。他不管一行诗里有多少个词 ，只要最后一个 

词合韵就行 ，因此他的诗几无韵律可言。”讣告新闻还提到 ，有人 

以“缅 甸王瑟保 ”的名字 写信封他 为“白象骑 士”，讽刺他为无用 

之物 ，他竟信以为真并在余生 中一直使用此称号。后来又有人说 

维 多利亚女 王要给他封爵 ，他兴 冲冲跑到女王的离宫 ，结果被挡 

在门口并被禁止再度前往 。对这样一个滑稽而痴迷的小 人物的 

描写 ，人木三分 ，读了总能让人笑后陷入沉思 ，十分吸引读者。我 

们的讣告新闻的写作虽然不能 如此天马行空 ，但西方记者敏锐 

的提炼一个人物独到之处的能力 ，和遣篇布局的老练笔法 ，对我 

们讣告新闻的改进有不少借鉴意义 。 

经过多年的新闻改革，我们的报纸面孔都活泼了许多。大量涌 

现的都市类报纸以城市居民为主要读者，强调新闻性 、综合性和生 

活服务性 ，这类报纸的数量众多 ，覆盖面广 ，与人们的 日常生活联 

系也最为紧密 ，在报纸的规模 、读者数量、发行以及广告经营 ，其它 

类别的报纸都无法与之相比。但是这些报纸也面临着如何 更好的 

加强与广大群众联系的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很多，改进讣告 

新闻的写作是其中的一个方法。相信在一个更重视人的价值的社 

会里，讣告新闻一定能在反映社会心理、扩大报道范围方面走出一 

条新的道路 ，我们也希望出现一批善写讣告新闻的记者。内川芳 

美 、新井直之《日本新闻事业史》里这样写道：“在 日常生活中 ，可以 

构成社会新闻的材料俯拾皆是 ，在这里 ，人们再次发现了新闻事业 

的不尽源泉 。也就是说 ，新闻事业正在向 日常化的方向前进 。”既 

然，我们的新闻报道早就开始关注普通人的生活 ，那与任何一个普 

通人都密切相关的死 ，以及有关死的报道 ，为什么不能更多 、更贴 

近的与广大读者见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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