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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创新理论 探索创新实践

东南传播

【内容提要】  主题性新闻报道是弘扬主旋律、实现正确舆

论导向的重要途径。然而，当前我国此类报道普遍存在宣传味过

重、缺乏吸引力等问题。系列直播报道《海峡西岸行》以其时效

性强、生动活泼等特点从众多主题性新闻中脱颖而出，取得很好

的收视效果。笔者从内容和形式两个角度，探讨其在主题性新闻

创新上的成功之处。

【关 键 词】海峡西岸行 主题性新闻 系列报道 现场直播

台际合作

主题性新闻是新时期“主题性宣传”在新闻领域的拓展。“主
题先行”与“新闻载体”是主题性新闻的两大特征，它要求媒体
工作者根据“主题先行”的基本要求 ，去发现 、判断、选择它
需要的新闻事实并加以报道传播。在我国，主题性新闻因其能够
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弘扬时代精神、引导正确舆论，而逐
渐成为党和政府“喉舌”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纵观我国各类
主题性新闻节目，除少数精品（如《神六飞天》、《直播新疆》、《海
峡西岸行》等）外，多数未能摆脱传统主题性宣传的影响，新闻
味淡薄，宣传味十足，对观众缺乏吸引力，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曾有学者指出“主题先行”决定了主题性新闻是一种“宣传
的新闻化”，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还有人将其打上“中国特
色”的标签。其实 “主题先行”并非“中国专利”，包括西方发
达国家在内的政府与政党都在运用这类报道模式为本国的政治、
经济、文化作宣传服务（如美国的一系列“反恐”宣传报道）。研
究各国此类新闻报道，只有宣传报道的“隐”、“显”差别，而无
新闻中有无宣传的差别，“显”“隐”之间体现记者对主题性新闻
精髓的理解与掌握。在中国，主题性新闻之所以被认为是“中国
特色”，在于其宣传意图过于显露，因此要出精品关键在于媒介
工作者“能不能用新闻的思维方法，把主题性宣传做出‘新闻
味’”，在 “显”“隐”之间找到平衡。

我国媒介工作者不但要从宏观角度审视主题性新闻中存在
的上述问题，还应积极探索与实践，从微观角度努力寻求宣传报
道的创新与突破。在这点上，大型电视直播系列报道《海峡西岸
行》不失为值得借鉴的成功案例。
　　《海峡西岸行》是由中央电视台、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和台
湾TVBS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大型电视直播系列报道，该系列报道
跨越福建九设区市，行程近万公里，以每天一地的进行方式，向
海内外观众全景勾画海峡西岸的人文底蕴和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反映海峡两岸密不可分的地缘、血缘、文缘、商缘、法缘关系，
展示海峡西岸未来的发展机遇和发展前景。作为典型的主题性新
闻类型——成就性报道，《海峡西岸行》成功地以“隐”的手法

实现了 “宣传性”与“新闻性”的有机融合（如下图）。其特征
分析如下：

一、 内容上把握“宣传抓方向、新闻软着陆”的原则。

1、选题定位体现“宣传性”，事件选取讲究“新闻性”

福建省委、省政府于2005年提出发展闽台关系要以闽台之
间“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为
依托，致力于“求紧密经贸联系、求两岸之间三通、求农业全面
合作、求旅游双向对接、求文化深入交流、求载体平台建设”（即

“五缘”、“六求”），加快建设，将福建发展成为服务祖国统一大
业的前沿平台。 为配合省委、省政府这一中心工作，福建省广播
电视集团以“海峡品牌”作为自身定位，传播“五缘”、“六求”
理念，以期通过广播电视载体，拉近全球华人的心理距离，采制
大型电视直播系列报道《海峡西岸行》正是其打造“海峡品牌”
的重要举措之一。

长期以来，受传统主题性宣传的影响，我国的主题性新闻惯
用概括性、总结式的报道方式。然而，这一报道方式存在着致命
的弱点；（一）叙述过于抽象，不符合电视媒体“具象性”的特
点；（二）整体时效性差，不符合新闻报道的基本规律；（三）宣
传色彩浓厚，不符合现代受众的收视心理。当下的主题性新闻要
达到预期的宣传目标，必须不断探索更加符合新闻规律、遵循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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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艺术的报道方式，增强其对观众的吸引力、感召力和说服力。
　　按照“选题定位体现宣传性，事件选取讲究新闻性”的原则，

《海峡西岸行》在选题定位上，以“五缘”、“六求”为诉求，展
现今日福建在人文、经济、民生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在
对成就的诠释上，《海峡西岸行》一改传统的概括性报道方式，或
以新闻由头作为切入点，如“厦门98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石
狮06-07秋冬时装发布会”、“两岸同胞共祭妈祖”等，或从具
有吸引力的兴趣点说起，如“厦金航线”、“福建三女”、“闽中三
品“等，用新鲜的事实吸引观众，使主题宣传取得了较好的社会
效果。

2、宣传报道软着陆，叙事方式故事化

　　主题性新闻和社会新闻分属于不同的新闻体裁。作为广受受
众欢迎的新闻体裁，社会新闻寓思想性于时新性、贴近性、趣味
性中，易于达成潜移默化的宣传效果。 主题性新闻要创新，必须
尽可能地借鉴社会新闻的长处，为我所用。“宣传报道软着陆”，
要求主题性新闻在表现内容上尽可能地向社会新闻靠拢，深入挖
掘其中受众关心、喜爱的鲜活题材。“叙事方式故事化”，要求主
题性新闻在表现形式上尽量符合受众的接受心理， 采用“戏剧
性”、“故事化”的叙事手法。

依据“宣传报道软着陆，叙事方式故事化”的原则，《海峡
西岸行》对“海西”的人文经济发展成就不是作官方式的介绍，
而是以百姓视角，围绕衣、食、住、行，将“海西”的创业、旅
游、美食、特产等画卷层层展开，其间夹叙各种传说、故事，映
射出人物的悲欢离合，如《金门阿婆的悲喜人生》、《父子两代护
鹭人》、《漳浦出了个“民间招商局长”》等感人故事，赋予平面
画卷以更形象的立体诠释。为传播 “求两岸之间三通”这一主
题，节目组选取典型人物“金门阿婆”作为采访对象，以故事化
手法讲述了台胞吕爱智的悲喜人生。吕爱智年轻时以在两岸之间
贩售海蛎酱度日，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她只身留在厦门，从
此与在金门的三个儿女隔海相望。在厦门，吕爱智靠为海军缝补
衣服为生，后被送入老人院。从原先的少妇变成现在90多岁的
老太太，吕爱智人生的后半程过得孤单却平静，就在她即将认命
时，停开52年的厦金航线再度通航，通过这条航线她终于见到
了久别的亲人。往日的亲人已变得陌生，倒是厦门还有好几个熟
悉的老友。现在，阿婆虽已同金门的亲人住在一起，但身体硬朗
的她还时常经由厦金航线往返于金门与 “第二故乡”厦门之间。
在故事讲述的过程中，我们仿佛亲历了老一辈人的离别苦难，随
之带来的是 “莫让悲剧重演”的信念以及“两岸早日三通”的
企盼。

二、 形式上多种报道手法相互补充，形成集群效应。

1、以系列报道的形式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现海西成就

系列报道因其善于从多个角度、多个侧面展示某一新闻主
题的特点，被许多重大新闻事件、重大主题性新闻所采用。凭借
系列报道在集中宣传规模、累积传播影响方面的优势，《海峡西
岸行》以地理区位为经，以人文、经济、社会各方面为纬，多角
度全方位地展示海西建设成就，使观众在较短时间内对海西形成
了系统、全面、深刻的认识。
　　2、以现场直播、连线报道实现成就性报道中“新闻性”的

回归

　　电视新闻现场直播，是记者在新闻事件正在发生的第一时间
里，进行现场采访报道并同步播出的一种报道形式，具有时效
性、现场感、悬念性的特点。连线报道是电视节目借助于先进的
传播技术，通过异地与演播室的信号互连，实现主持人、现场记
者和嘉宾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就同一话题进行交流与沟通的

对接式报道形式。时效性强、信息全面、人际传播是连线报道的
优势所在。

如今，现场直播、连线报道因其表现手法符合电视性、新闻
性等特点，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种突发性新闻事件的报道中，而在
被运用于主题性新闻报道方面却是相当少见的。在这一点上，

《海峡西岸行》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与创新，它采用直播形式，将
演播室搬到现场，同时通过连线报道将多个信号直接切入直播的
节目中。配合新闻事件的选取，这种报道形式提高了新闻的时效
性，强化了新闻发生地的地域感和现场感，因而成功地实现了成
就性报道中新闻性的回归。观众不仅真实地感受到98投洽会、
两岸祭妈祖等重要新闻事件的现场氛围，还饱览了漳州火山地质
公园、客家土楼、武夷山等福建风景名胜。另外，由于节目中主
持人、记者或相关专家均出现在新闻现场，对新闻更有发言权，
增强了新闻的真实感和权威性。
　　3、以“台际合作”实现新闻资源的整合，打通传播市场，扩

大宣传影响

受到现行电视行业管理体制“条块分割”行政归属的制约，
我国省级电视台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资源共享和市场一体化运作
是较为困难的。此次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积极携手中央电视台和
台湾TVBS电视台，借助二者在节目制作与播出上的雄厚实力和
丰富经验，成功实现了资源和市场的共享，节目经由央视中文国
际频道、福建东南卫视、台湾TVBS电视台播出后，使得海峡西
岸经济区的品牌形象及影响力遍及大陆及港澳台地区，并迅速辐
射到海外。

当然，《海峡西岸行》在直播过程中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比
如，在信号的整体调度和空间转换、观众互动平台方面还有待进
一步地提高和丰富。但是，作为“福建省广播电视史上时间跨度
最长、规模最大、技术要求最高的直播报道”，《海峡西岸行》在
整体上是成功的，堪称福建广播影视集团“海峡品牌”打造过程
中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由于福建的特殊区位优势，“海峡品牌”
的报道份量今后势必不断增大，如何在内容和形式上与时俱进、
进一步创新，如何将新闻手段与宣传目的更完美地结合起来，是
在今后节目制作中值得不断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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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水钊）

9

特
别
策
划  

大
型
电
视
直
播
系
列

海
峡
西
岸
行

专
题
研
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