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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易读性”是决定一篇新闻的导语是否有粘性，能否粘住受众的重要指标。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文献

阅读法、案例研究法对六个新闻导语样本进行解剖，试图通过这些样本启示媒体人践行“四力”，消除

阻抗，精益求精，建构易读性好的导语，奉献用户体验好、传播效果好的新闻文化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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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adability” is a crucial indicator of whether a news lead can effectively engage and hold the at-
tention of readers. This paper employs content analysis, literature review, and case studies to 
dissect six samples of news leads, aiming to illuminate the path for media practitioners to enhance 
the readability of their leads, eliminate impediment, strive for excellence, construct easy-to-read 
news leads, and dedicate to creating high-quality news culture with good user experience and 
dissemin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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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美国传播学者梅尔文·L·德弗勒等在《大众传播通论》中提出了“阻抗”的概念，所谓阻抗，指“减

少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含义相似性的干扰因素”[1]，即阻碍传授双方对符号作出一致性理解的干扰因素。

欲提高新闻的传播效果，消除“阻抗”因素，就得增强符号的易读性。《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辞

典》指出：“易读性是书面材料易于阅读理解的程度”[2]。在英语中，易读性有三个常见的词汇，其一

是 legibility，它指受众对字母文字等印刷符号的快速和准确的识别；其二是 readability，相当于中文的“可

读性”；其三是 reader-friendly presentation，意为“为读者友好演示”，相当于当下的“用户体验良好”。

本文认为，采用第三个语义更能体现易读性的语境，这正如邵培仁先生所说的“站在人本的立场上为你

的传播对象考虑，最终是为了提高传播效果、为传播者自己考虑”[3]。 
新闻导语作为新闻报道的起点，决定着报道的主题呈现、叙事结构、材料安排和写作风格，堪称一

语定乾坤。新闻导语分为两类：直接导语(也称硬新闻导语、概括式导语、消息导语)和间接导语(亦称软

新闻导语、延迟式导语、延缓性导语、特稿导语)，“采用直接导语的事件消息通常由一句或两句话构成

消息的第一个自然段。采用间接导语的人情味故事注重开头对受众的吸引力，可用第一个自然段作导语，

也可采用两个或三个自然段建构复合导语”[4]。新闻导语的传播效果由其易读性决定，“一个好的开头

需要一下子就勾住读者的心，让他们继续读下去。一则好的导语能让读者接着读一个他们本不那么感兴

趣的话题，而一则干巴巴的导语甚至会在故事还没展开前就阻止读者读下去”[5]。美国报纸编辑亚瑟·布

赖斯本毫不留情地说，“如果你没有在第一句话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就没有接着写第二句的必要”

[5]。 
中国台湾学者杨孝藻 1974 年参考国外研究模式提出了适合测量汉字的易读性公式，他对中文报纸设

定了五个级别的可读性测量标准：极易、易、中等、难、极难。根据杨孝藻的公式，在新闻语篇中，一

画到十画字数多(常用词汇多)、完全对称字(如中、单)数多、特殊词(如专有名词)数少、难词(冷僻词汇)
数少、总字数少(篇幅短)，受众对新闻话语的理解分数就高，证明其易读性好[6]。冯宇乐运用杨孝藻的

易读性公式，对新浪微博“头条新闻”的“毒胶囊”的五篇报道进行易读性测量，发现其易读性基本处

于“易”与“中等”两个程度，无一达到“极易”的程度，可见微博平台 140 字内的新闻报道带给用户

的阅读体验未尽善尽美，其易读性并不突出[6]。 
熟悉新闻文本者清楚，微博新闻等同于截取的新闻导语。本文从网络新闻阅读中积累的百余篇易读

性不佳的导语中挑选出 6 个，通过发现并消除其阻抗因素前后的案例比较研究，结合内容分析法和文献

研究法，探讨如何建构对用户体验友好的新闻导语进阶之路。 

2. 新闻导语要凸显新闻的本质属性“新鲜” 

新闻有两大本质属性，其一，新鲜；其二，真实。作为提供信息、报道动态事件的新闻，其导语常

常以“最近时间点”醒目地展示其新鲜度。但是在新闻实践中，这一特点常常被忽视。例如联合早报网

2024 年 1 月 19 日刊文《澳媒披露朱令原室友孙维近况》[7]，该消息导语是“1994 年怀疑被人蓄意投毒

的清华大学校友朱令去年底去世，澳洲媒体披露了被认为可能与本案有关的朱令原室友孙维的近况”。

该导语事实是陈旧的新闻背景，没有突出消息体裁传播信息新鲜、及时的特点，此外，它是一个由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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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句组成的时间状语从句，一般而言，被动句比主动句费解，在新闻写作中宜尽量少用，还有，新闻

语言宜用主–谓–宾结构的简单句，因此，该新闻导语的句式和句子结构都增加了受众易读的“阻抗”，

难以吸引受众。其实，它宜用第二自然段“《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星期四(1 月 18 日)发布了一

篇题为‘Investor linked to China poisoning discovered in NSW coastal town’的文章”。作为导语的开头，

用一句话提炼、浓缩其最重要、最令人感兴趣的事实，删除对中国受众有阻抗的英语新闻标题，可以这

样写：《澳大利亚人报》星期四(1 月 18 日)披露，已改名为孙释颜的孙维现生活在当地的旅游城市史蒂

芬斯港(Port Stephens)。国内媒体对孙维被怀疑涉嫌 1994 年向其清华大学好友朱玲下毒致其伤残及朱玲在

2023 年底病亡前前后后报道了很多次，受众大多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陈年的相关新闻背景在新闻主

体中补充即可。 

3. 锐化焦点，聚焦主题 

新闻导语写作要锐化焦点，一事(人)一报，如果一个新闻导语中罗列了两件事，那就分散了主题，会

影响受众对新闻价值的理解和把握，不明白记者的意图和新闻传播的中心思想。例如《杭州亚运会时间

定了！2022 年 9 月 10 日至 25 日》[8]的导语包含了两个主题：1. 杭州亚运会 2022 年 9 月 10 日至 25 日

举行；2. 杭州亚运会已确定 37 个项目。这两个主题的新闻都是预测性报道。将两个主题的材料分开写，

一事一报，新闻的主题就集中了，传播效果好，可读性也好。第一个主题是亚运会召开的时间，这是受

众最关心的，宜集中笔墨这样写：杭州亚运会将于 2022 年 9 月 10 日至 25 日举行。关于已经确定竞赛大

项增至 37 个也是新鲜的信息，可以单独发简讯。这样，抗阻因素减到了最少，信息变得单纯，容易被识

记。“对大众传播的定义要求它尽可能地接触最大数量的受众，所以，它就必须尽可能地采用人们容易

理解的书写形式和表达方式”[9]。 

4. 从传播信息的角度建构导语 

传播信息是新闻的主要功能，也是受众接触媒体的需求，记者心中要装着受众，要急受众之所急，

想受众之所想，第一时间，第一现场，及时而鲜活，高效而准确。切莫以己之心任性为之，忘记了受众

意识。例如“近日，随着最后一段无砟轨道床浇筑完成，杭温铁路杭州段无砟轨道施工全部圆满完成，

为后续铺轨和通车运营创造了有利条件”[10]。 
该导语开头的时间模糊陈旧，它是从宣传工作的角度建构的，简短的导语中包含两个铁路人才懂的

专业术语，如“无砟轨道床”“无砟轨道”，这些令非专业的受众感到与自己的生活无关，提不起兴趣。

如果记者换位思考，从受众对新鲜信息感兴趣的角度建构导语，改写成：明年即将开通的杭州至温州新

高铁线路将使往来两地的行驶时间从现在的 2 个多小时缩短到 1 个小时左右。这样，导语就拉近了与公

众的心理距离，它是在告知公众一个新鲜的、关系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信息，其传播效果就好了。新闻

导语不但决定了全文的建构进路，而且它还决定着标题的制作，其标题也可做这样的改变：(引题)杭温铁

路二期施工进展顺利将在桐庐东站与湖杭铁路连接；(主题)明年杭州至温州高铁一小时到达；(副题)从杭

州西站乘坐高铁直达义乌、横店、温州等沿线各地。如是，则该新闻从标题到导语都直截了当地起到了

迅速传播信息的功能，令受众一目了然。“已有的研究表明：在影响文本易读性的字、词、句、段、篇

等不同层面因素中，词汇因素无疑是最为重要的”[11]。新闻报道涉及专业名词要力求通俗易懂。 

5. 从满足受众需求知识的角度建构导语 

专业领域的报道要遵循科学精神，还要通俗易懂，记者若是从普及专业知识、满足受众知情权的角

度建构导语，就会考虑用什么样的语言、如何叙事才能力求让一般人都看得懂且感兴趣。德尔、崔尔提

出了有名的易读性公式的标准：“1. 句子愈短，其可读性愈高。2. 词汇愈容易，其可读性愈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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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海前列腺癌高危人群检出率超 1%专家呼吁筛查》[13]的导语第一句是“去年启动至今的上海‘前

列腺癌精准筛查’项目已有初步结果”没有体现新闻的新鲜属性，在其后的第二句中出现了受众不熟悉

的专家姓名、陌生费解的专业术语“血清 PSA 水平筛查”、“前列腺癌检出率”和抽象的数据。 
该科技新闻关乎百姓的切身利益——健康知识传播，理应受到欢迎，但该新闻导语却让人费解，它

是从专业的角度来建构的，语言学术化，术语难懂，数据抽象。若改成：专家认为，对高危人群进行筛

查、早期诊断和治疗是提高我国前列腺癌患者总体生存率最有效手段。这样写仅有 44 个字，它消除了令

非专业人士望而却步的专业术语，清除了有碍阅读理解的阻抗。它启示我们，对涉及专业领域的报道，

从标题、导语开始就要注重拉近与受众的距离，既要准确，又要通俗易懂。近年来，有媒体在报道人身

伤害案件时，喜欢用“重大刑事案件”这个法律术语代替人人都懂的“杀人”，则显得不够通俗。根据

著名语言学家科克曾提出驾驭人类语言行为的“最小代价律”法则，“为了让读者花最小的力气就能得

到最大的收获，必须用字简单、造句平易，否则，文字晦涩难懂，必将造成读者的阅读障碍，直接影响

医学科普文本的传播效果”[14]。 

6. 提供鲜活的信息，避免言语空洞无物 

新闻导语通常是针对一件有新闻价值的具体的事件进行报道，让受众感兴趣，而非年终总结的汇报

材料枯燥乏味，没有鲜活的事实信息，令受众避而远之，例如“昨日，记者从江西省公安厅获悉，去年，

江西公安机关在打击犯罪、服务群众等方面收获满满、成效显著，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全年新立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 59 起，共刑拘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 12792 人；全省共破获电信网

络诈骗案件 6895 起，止付资金 32.9 亿元，群众满意度创新高达 96.19%”[15]。 
该导语偏长且事实不新鲜，不符合新闻导语应含有新鲜、有效信息的特点，其第一句用的是陈言套

语，表述空洞，不符合新闻通俗传播具象事实的规范。叶圣陶曾提出，“凡是套语笼统语坚决不说，只

要随时留心，是容易办到的”[16]。该导语使用的 133 个字符中有 118 字符为新闻背景，是旧的事实，没

有突出导语强调新鲜的特点。如果记者用心，无须根据总结材料摘录上述旧事实编成“新闻”，而是将

其作为新闻背景，将打击涉黑案件的旧事实置于最新发生的一起涉黑案件报道之中，将与电诈相关的旧

事实放在新发生的涉及电信诈骗案件侦破中，这样，这些材料的价值和意义就得到了彰显，也使新闻报

道主题变得更为突出，新闻价值更重要。新闻导语宜用具象的实词凝练最重要的事实，“新闻报道要有

由头，有节点性的事实或事件”[17]。 

7. 叙事紧凑，节奏明快，语句流畅 

杭州媒体一篇社会新闻《“你女儿 30 岁还不结婚，丢不丢人！”爸爸被单位同事骂，女儿去理论气

到住院……》[18] 1691 字，其导语就有 17 段、855 字(可查阅网络)。该导语属于间接导语，与前五个案

例不一样的是，它不是关于事件动态的报道，而是讲述人物故事。本文开头说过，这种导语与报道事件

的直接导语写作风格不同，直接导语开门见山、直奔主题，通常就是一两句话，语言直白，格式刻板，

而间接导语需要虚实结合，即先用有文采的语言铺陈，再交代主题，所以此类导语可用文学修辞，铺陈

的语言要精彩，可短可长，自由灵活。但新闻文化的精髓是简洁，该导语写得冗长了，其第一、二段均

为记者的主观想象，其后的 15 个段落叙事琐碎。同硬导语惜字如金、开门见山相比较，软导语需要铺陈、

营造旨趣，比硬导语要长，但新闻文化的特色是简洁，软导语也应珍惜笔墨，不宜铺垫奢靡、极尽渲染

以至于喧宾夺主。“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曾列出过一个计算读者对信息选择率的公式，选择概率 = 报
酬的承诺 ÷ 所需付出的努力。说明读者对信息的选择率与他们所能获得的报偿成正比，与他们所要付出

的努力即代价成反比”[19]。如今人们喜欢社交媒体就是因为它篇幅简短，交流方式简明扼要。新闻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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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报道主题服务的，导语过长势必会影响受众对新闻的阅读兴趣，让他们的阅读体验变得艰涩而放弃

了对全文的通读。该导语应简化为： 
杭州萧山两男子为工作上的事发生了争执，陈某嘲讽王某：“你女儿都三十了，还不嫁人，丢不丢

人？”/王某的女儿听说后第二天去父亲的工厂讨说法。这次双方吵起来了，还互相推搡。王某的女儿气

得当场瘫倒。/萧山区瓜沥镇派出所民警徐洋闻讯赶到现场制止了冲突升级。/医生说，王女士因“过度通

气症”，得在医院住一阵。 
这样写，该软导语就变成了 145 字，比原导语少了 710 字，节奏感加快了，易读性增强了，消除了

阅读阻抗。软导语不同于硬导语的直白直接，而是曲径通幽、柳暗花明，但它需要在第三自然段或最迟

第五自然段揭开悬念的谜底，满足受众想知道结果的窥视心理。亨利·福勒在他的名著《现代英语用法

字典》中曾建议：“宁可使用熟悉的字而不用冷僻的字；宁可使用具体的字而不用抽象的字；宁可使用

意思单纯的字而不用含义宽泛的字……”[20]写好导语的语言需用活动词、用短句、用简洁的语言、用具

体的而不是模糊的语言清晰地表达、慎用修饰词。 

8. 结语 

每一篇新闻的语言都应力求准确、简洁、通俗，以清晰的叙事传播事实真相。好的新闻写作要反对

冗长、空洞、乏味，提高新闻传播效果。在构思新闻导语时，尤其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反复推敲，仔细打

磨，把影响受众阅读理解的阻抗因素尽最大可能剔除。当我们在电脑键盘上敲下每一个字之前，我们都

要自问：我为谁写作？我的读者是谁？新闻写作要为受过中低等教育的人群为服务参照的标准，一丝不

苟、精益求精。综上所述，新闻传播者树立受众本位的服务意识是扫清阻抗、建构新闻导语“易读性”

的前提，同时，在“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等新闻文化底蕴上上下求索、孜孜不倦，方可找

到新闻导语写作的进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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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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