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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媒体格局的深刻变革，舆论场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态势，传统媒体又该如何突围？马克思、恩

格斯的“舆论纸币”早就给出答案——优质内容始终是媒体报刊在激烈竞争中立足受众市场、有效引导

社会舆论的核心竞争力。本研究以杭州日报《倾听·人生》栏目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案例分析

和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该栏目进行系统性考察。研究重点聚焦于栏目的选题策略、叙事特征和文

风特色三个维度，深入探讨其如何通过刻画时代变迁中的普通人物形象、发掘社会边缘群体的人性光辉，

实现新闻特稿的内容创新与价值提升，以优质的新闻内容擦亮新时代的“舆论纸币”底色。 
 
关键词 

舆论纸币，杭州日报，《倾听·人生》，毛边化语态 
 

 

“Listening to Life”: Enhance the Intrinsic 
Value of “Public Opinion Currency” 
Yanlin Wang, Bin Wu 
School of Network Communication,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Received: Apr. 28th, 2025; accepted: Jun. 3rd, 2025; published: Jun. 11th, 2025 

 
 

 
Abstract 
With the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media landscape, the public opinion field has shown an un-
precedentedly complex situation. How can traditional media break through? Marx and Engels’ “public 
opinion banknote” has long given the answer—high-quality content has always been the core compet-
itiveness for media and newspapers to gain a foothold in the audience market and effectively guide 
public opinion in fierce competition. Taking the “Listening to Life” column of the Hangzhou Dail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column by combining text analysis,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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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documentary research methods. The study focuses on three dimensions: the column’s 
topic selection strategy,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writing style, and deeply explores how it 
achieves content innovation and value enhancement of news features by portraying the images of or-
dinary people in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and excavating the human brilliance of social marginal groups, 
so as to polish the background color of the “public opinion banknote” in the new era with high-quality 
news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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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5 年 1 月，《倾听·人生》栏目迎来六周年庆。自 2000 年 1 月创立以来，该栏目已成为业界和读

者心中的知名品牌，四次获中国新闻奖，五次获全国报纸副刊年赛金奖。栏目发表的 1000 多篇人物故事

中，不乏引发广泛关注的作品，如《我们的天才儿子》和《我的爸爸是“活界碑”》。在新媒体迅速发展

的今天，优质新闻变得稀缺，新闻业“去专业化”现象令人担忧。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提出“报纸是社会舆

论的纸币流通”的观点，即“舆论纸币”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社会舆论通过报纸传播；另一方面，报

纸的质量直接影响舆论价值[1]。当下，尽管传统纸媒实现了数字化转型并正在迈向智能化时代，新闻传

播生态与前互联网时代迥异，但是其形塑公众认知社会，影响舆论的责任和使命一如既往，受众对新闻

的要求仍旧是客观、准确、真实、全面传播事实报道真相，这是媒体公信力的基石，是永不褪色的报人

精神。杭州日报《倾听·人生》栏目正是这种报人情怀在新媒体时代的继承和弘扬，该栏目每周 1 期，

固定周四出版。版面位置设置在 A 叠第 3 版，紧邻时政要闻，反映“平民叙事”的议程设置权重。文字

稿 2500 ± 300 字并匹配新闻照片 3~5 张。该栏目以“普通人故事折射大时代变化”为特色，深度挖掘普

通人的心灵光辉和精神力量，通过真人亲历、口述实录、深度报道的方式，讲述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

事。笔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舆论纸币”的当下价值体现在媒体报道内容的专业品质和传播效果上，

本文以杭州日报《倾听·人生》栏目 2024 年 1 月至 12 月共 41 个版面的报道为研究对象(见表 1)，对其

中 9 篇重点样本进行解剖。研究发现，《倾听·人生》栏目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舆论纸币”的寓意，

它对新闻价值观的坚守在当下鱼龙混杂的舆论场上具有典范意义，研究其传播的规律有助于倡导在新媒

体时代尊重新闻传播的专业规范，弘扬新闻传播者的社会责任感。 
 

Table 1. 2024 published works from listening to life 
表 1. 《倾听·人生》2024 年刊发稿件 

职业人生叙事 《大国仪仗》《微量物证鉴定人》《我是电力人》《中国师傅》 
《我当职高校长那些年》《我在乡村教足球》《跟着王老师去旅行》 

体育文化专题 《跑者哪吒》《夺冠》《“划”样年华》《水漂少年》 
《杭州有群“浪里白条”》《我在贵州拍“村 BA”》《杭州有个“篮球之乡”》 

社会变迁观察 《“双层巴士”入杭记》《百年乡愁》《历史摆渡人》《说说“上门女婿”》 
《走出大山的孩子》《甜蜜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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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特殊群体关注 《永远的女战士》《海外传奇》《一个人的长征》《孤勇者》《我帮聋哑妈妈找妈妈》

《棉鞋奶奶》《在父亲牺牲的土地上》 

人文艺术表达 《和小草一同起舞》《我和 1200 架手风琴》《诗 爱情 生活》《向上、向善、向美》

《生命的尊严》《学会告别》 
生态人文关怀 《动物温柔》《观鸟记》《我拍大熊猫 32 年》 

2. 《倾听·人生》选题：微言大义，人文关怀 

《倾听·人生》栏目通过三个相互关联的叙事维度，构建起独特的文化传播体系。在“立足地域文

化贴近受众”的实践中，栏目以方言符号为纽带，将地方记忆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化文本；而“关注巨变

时代的平凡人”的选题取向，则使地域叙事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时代注脚；最终在“聚焦热点中的冰

点人物”的采编策略中，实现了新闻时效性与人文深度的有机统一。 

2.1. 立足地域文化贴近受众 

“那会儿，在内地城市，双层巴士还属罕见。一次要引进 12 辆‘双巴’，杭州走在了前列，可谓吃

了‘头口水’”(《“双层巴士”入杭记》，2024 年 10 月 14 日刊)。什么意思？杭州作为我国的一线城

市，还要吃“头口水”？其实不然。“头口水”一词在杭州话中的意思是“第一口”或“最初的一口”。

在报道写作中，《倾听·人生》栏目适当融入了方言元素，“头口水”这一方言词汇的运用，不仅增强了

文本的地方特色，更通过语言符号的在地化表达，实现了文化记忆的传承与再生产。一些恰如其分的杭

州话运用，一下子就将读者带入了浓郁的地方文化氛围中，不仅体现了地方报刊的亲近性，还增加了故

事的真实性和地域特色。 
该栏目具有明显的本土地域化特征，其读者也具有明显的地域亲近性。亲近性是地方报纸生存发展

的基础，能够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留住乡愁。诸多经验表明，注重从当地生活中寻找素材、激发灵感

的作品大多收获了群众好评，有的甚至经久不衰。《倾听·人生》栏目在选题上展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

特征，通过方言元素的恰当运用和地方故事的深度挖掘，构建起独特的文化认同空间。深耕地域文化，

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参与地方文化的构建，不但满足了人们对文化的需求，丰富市民生活，也提升了市

民的审美情趣和认同感、幸福感。在题材与人物选择过程中，栏目通过选取浙江本地或与浙江相关的人

物故事，其中不乏下岗工人、小商贩、乡村教师、外卖员等普通社会底层人物，展现了他们在时代变迁

中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这些故事往往与地域文化紧密相连，反映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习俗、价值观念

和社会变迁，生活气息浓厚。 
“讲好杭州故事，传递浙江声音”。杭州日报《倾听·人生》栏目在创办初期就将深耕本土作为着力

点，展现本土文化的过往历史、实时发展与深刻变革。富含地方特色成为该栏目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

“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2]。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舆论纸币”的喻证揭示了报纸的重要特

性，即报纸和纸币一样需要流通，需要面对市场，引申开来就是塑造媒体的公信力，赢得读者信赖。贴

近目标受众生活、感受读者生活，深入了解读者、并与读者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创造真实、生动、能引

发读者共鸣的内容等是获取读者信赖的有效手段。 

2.2. 关注巨变时代的平凡人 

如何看待市场媒体竞争下的社会舆论？“舆论纸币”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理论路径：它是广泛的无名

的社会舆论的工具[3]。判断文章的标准不应为社会名流的影响力，而是要以文章本身的社会价值来进行

评判。传统党报副刊的一个特点就是偏好精英文化，交谈式的采访以刊登名家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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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4]。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其高雅文化的形象，但也导致与大众生活日渐脱节。然而，报刊的

主要作用是发布新闻信息，党报的优势也在于新闻。那么，党报副刊是否也应该体现由新闻引发的深度

思考？尤其是是否应该关心普通老百姓的真实生活？正如“舆论纸币”的“流通观”提出的——报纸是

否能够客观、准确、真实反映社会情况和社会舆论是媒体公信力的基础。新闻性是当今副刊的灵魂，副

刊栏目只有贴近时代、贴近实际、贴近百姓，记录下当今时代的细微脉动，才能抓住读者的心[5]。 
“倾听·人生”以“小人物故事折射大时代命运”为宗旨，秉持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理念，通过普

通人的生命故事展现时代变迁的宏大叙事，从历史亲历者的视角出发来重现历史的故事。每个人的生命

都是一次奇遇，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座金矿。“滴水映日”是《倾听·人生》的选题另一大特色。个人一

小步，社会一大步。每个人都是历史洪流中的一粒“水滴”，点点滴滴汇聚成了时代长河。每一个人生故

事，每一段叙事记忆，都是当下社会生活的浓缩，是对时代的个体见证。《走出大山的孩子》(2024 年 11
月 4 日刊)是其中的代表。 

《走出大山的孩子》讲述的是一个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孩子——胡勇，通过自身的勤奋努力和社会人

士的资金帮助下，走出深山、改变自身命运的故事。该文章两条主线交叉运行，主线是胡勇通过勤学苦

读和经商致富，摆脱贫困、窘迫的生活，收获幸福美满的家庭与蒸蒸日上的事业；暗线则是时代的发展

——胡勇是最早一批参与淘宝注册的人，并借此发家，阿里巴巴电商事业崛起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写

照。胡勇所在的胡宅乡大力发展旅游业，摘掉贫困村的帽子是新时代共同富裕发展历程的缩影。这是一

个人的历史，是一个小镇的历史，更是中国新时代的发展史。该报道通过主人公胡勇的个人奋斗史，巧

妙串联起中国数字经济崛起和共同富裕的时代主题。这种微观叙事策略，通过个体生命的独特经验，折

射出了社会结构的深层变迁。 

2.3. 聚焦热点中的冰点人物 

特稿写作因其篇幅长、情节完整的特点，很难在较短时间内抓住读者眼球。于是许多报刊为了追求

眼球经济，就会选择迎合热点事件、采取戏剧化写作手法。然而过度地追求热点、迎合受众，就容易导

致报道的画风走向粗糙与滥情，甚至为了追赶热点事件的时效性，在没有经过事件核查的情况下，掺杂

编写者的想象因素。这就与马克思“舆论纸币”准确、真实反映社会情况和社会舆论的价值理念背道而

驰。作为党报副刊典范，《倾听·人生》始终坚持“深耕本土，面向全国，小人物的故事，大时代的光

芒”主旨，将小人物与社会热点事件相结合，让读者从热点事件中发现冰点人物的人性光辉。《倾听·人

生》的报道摒弃了简单的新闻追逐，转而关注事件中的“冰点人物”。通过选用不被媒体着墨的普通人

作为报道对象，将这一个小小的冰点人物当作支点，来表达时代、反映社会，撬动人们对于整件热点事

件的反思。 
2023 年 10 月，第 19 届亚运会、亚残运会开展过程中，杭州日报《倾听·人生》顺势发表《夺冠》，

报道了前国家队盲人门球运动员陈亮亮的有关事迹：陈亮亮在 6 岁时因视神经萎缩而失明，但他并未放

弃，反而在盲人门球领域找到了自己的舞台。他凭借惊人的发球速度和精湛的技术，成为国家队的主力

队员，并多次在国际比赛中夺冠。赛场上的辉煌需要的是运动员背后无数的汗水与泪水。“残疾人或许

身体上有着这样那样的缺憾，但我们从不缺乏直面生活的勇气”，寻常运动员的训练强度已是难以想象，

残疾运动员更需饱尝更多不为人知的付出与艰辛。《倾听·人生》这一报道不仅聚焦当时最火热的时事

热点，更通过讲述盲人运动员的不凡人生，让人不仅感受到来自一个冰点人物身上火热的人性光辉和蓬

勃向上的生命力量。这种报道视角的选择，实现了对热点事件的差异化呈现，体现了新闻媒体在社会责

任与市场诉求之间的平衡，印证了“舆论纸币”的流通价值。 
“平凡的脚步也可以走完伟大的行程”，一个普通人的命运，是另一个时空千千万万个我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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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个体叙事揭示典型人物与社会群像互鉴、个体记忆与时代意识连接的共生关系，能够使读者在阅读

中产生同频共振的感受[6]。因此《倾听·人生》选题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抓住了一个个冰点人物的人生

故事，更是生动折射了当下的时代特征和社会发展，并从发展历程中获得经验、寻求反思。 

3. 《倾听·人生》叙事：口述实录，多元表达 

在确立了独具特色的选题定位后，《倾听·人生》栏目进一步通过叙事手法的创新突破，实现了内

容呈现方式的质的飞跃。栏目摒弃了传统新闻报道的单一叙事模式，转而构建起以“口述实录”为核心、

多元表达为特色的叙事体系。口述实录强调在社会历史大背景之下的个人遭遇和个体感受�尤其关注普

通人生存状态的展示和他们的精神诉求。这种叙事转型不仅体现在叙述视角的多维切换上，更展现在叙

事结构的精心编排和叙事策略的灵活运用中[7]。 

3.1. 多角度叙事视角 

一个专门刊登长篇报道的栏目，要做到使读者愿意读并持续读下去，有两个最重要的条件：一是选

题得当，二是与所选题材相称的内容和最佳的表现手段[8]。由此可见，除了选题角度，叙事手法也是决

定深度报道质量的重要因素。《倾听·人生》采用了口述实录的方式来进行人物故事呈现，笔者将自己

的叙述权隐匿在报道人物背后，承担记录者的身份，让被访者“亲自”讲述自己或故事主人公的人生经

历和内心世界，构建起多层次的叙事视角体系。而不同的口述实录故事又从不同的叙事视角呈现，效果

纷呈。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不同的叙事身份视角。可以简单将《倾听·人生》叙事者分为三类——以记者作为叙事者、

以事件亲历者作为叙事者、以事件相关者作为叙事者三类。当记者作为叙事者时：如果直接亮明身份，

则可以看作公开的叙事者——30 年前，胡勇还是一名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孩子，我和他相识，缘于 1995 年

1 月我担任记者的《金华晚报》推出了大型采访行动——“啊，父老乡亲”。(《走出大山的孩子》，2024
年 11 月 4 日刊)开篇直接亮明记者身份，既拉近了记者与读者的距离，又体现了文本的客观性与真实性；

如果记者没有直接露面，隐匿自己的在场迹象，隐在幕后“讲故事”则可以视作隐蔽的叙事者，这种方

式因为减少了记者身份的介入，能够在保证客观性同时加强文本的连续性。事件亲历者也是《倾听·人

生》常常选用的叙事身份：作为故事主人公，亲历者无疑是重要的叙事者，尤其是在编者无法到达的现

场，亲历者能够提供第一手信息来源，大大提高了深度报道的真实性，透过亲历者的视角看一个普通人

的悲欢离合以及背后映射的时代变迁，让读者产生“面对面式”的沉浸式阅读体验。此外，除了事件亲

历者，《倾听·人生》也较多选用事件的相关人物，加入事件知情者、主人公亲友等声音，跳出本人的固

定视角，丰富报道的消息来源，从而拓宽报道的深度和广度。 
其次是不同的叙事聚焦视角。根据热奈特在《叙事话语》的对叙事视角的论述，《倾听·人生》的视

角可分为：零聚焦、内聚焦、外聚焦三类。其中采用频率最高的当属零度聚焦，亦称全聚焦，即能够任意

切换叙述时间、空间的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这类聚焦视角能够大量容纳人物和线索信息，牢牢把

握深度报道的主题；内聚焦则是从人物的角度出发，讲述局限于人物视角的信息和心理活动。这种聚焦

方式的应用能够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产生“亲近感”，深度契合《倾听·人生》以人为本的办报理

念；而在外聚焦视角下，叙事者只能客观陈述自身见闻而不能对事件进行过多的解释和干预，这种叙事

方式强调的是报道的客观性与真实性。 

3.2. 多线性叙事结构 

准确性、简洁性、清晰性是新闻业的基础[9]。《倾听·人生》的报道篇幅在 2500 字左右，时间跨度

长，情节起伏大，关联人物多。加之口述实录的栏目特色，更需要准确而独到的叙事结构安排来呈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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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内容。传统的新闻报道布局通常采用倒金字塔结构，先交代最高层次的新闻要素，再补充相对次要

的新闻内容。而《倾听·人生》特稿不同于传统新闻报道对时新性的追求，更注重依据已掌握的信息全

面布局事件的各信息要素，从而完成对事件来龙去脉的完整叙述。只有灵活运用时间、空间架构、妥善

安排不同的叙事要素、深度把握故事细节，才能铺设出具有丰富叙述层次的叙事结构。 
《倾听·人生》常常采用多线性的叙事结构，综合运用顺序、插叙、倒叙等叙事手法来丰富故事情

节，重现事件精彩片段。在保证事件报道的因果性、连贯性的前提下，避免过分单一以及同质化的叙事

结构给读者带来阅读上的倦感。以下以 2024 年 5 月 20 日发表的《我拍大熊猫 32 年》为例进行分析： 
今年 3 月，我为“顶流女明星”“花花”出了一本书。 
别误会，“花花”是一只大熊猫，大名成和花，曾担任成都大运会宣传大使、2024 年春晚特邀嘉宾，

前阵子刚被成都市文旅局特聘为荣誉局长。 
(倒叙开篇，将大熊猫“花花”拟为“顶流女明星”，引起读者好奇心的同时轻松进入故事) 
“花花”是大熊猫中的一股清流，2020 年 7 月 4 日，她与双胞胎妹妹“和叶”出生于成都大熊猫繁

育研究基地。“花花”长得很有特色，身材矮胖，脸圆，眼睛像挂下来的水滴，耳朵小小，没脖子，腿

短，不会大熊猫的“基本功”：爬树。 
“花花”成为国民宝贝后，我翻看以前的照片，看到那只可爱、呆萌的幼仔，终于认出，那就是小时

候的成和花。 
…… 
(插叙交代大熊猫“花花”的出生时间、长相特色等相关信息，一方面补充了文本背景信息，另一方

面为接下来对拍摄大熊猫相关叙事进行铺垫) 
我第一幅入选全国摄影展的大熊猫作品《母子情》就是等出来的。 
那是 32 年前的事了。1992 年 7 月 26 日，成都动物园一只叫“苏苏”的大熊猫，顺利生下一个小仔。

当天，恰好是第 25 届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幕的日子。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听说后，很是兴奋，

马上给新生的大熊猫宝宝取名为“科比”，与那届奥运会的吉祥物同名。 
…… 
(顺序交代开展 30 多年大熊猫拍摄生涯的原因，铺陈拍摄大熊猫生涯的生动故事) 
该篇特稿没有采用平铺直叙的直线型叙事，而是采用多线并进的手法对故事时序进行巧妙处理。通

过重新组织时序、把控整体与局部时距来调节叙事频率的手段，更加形象、集中地突出特定信息，达到

“恒云断山，似断实连”的效果。这种跳跃式的写作方式能够有效补充故事本文的枯燥内容，改变读者

对传统直线性时间顺序的呆板印象，让故事变得生动有趣。 

3.3. 多样化叙事策略 

不管媒体格局怎么变，内容为王不会变[10]。“活蹦乱跳、顶花带刺的鲜活文字背后，是深厚的洞察

力、判断力和对文本的掌控力”。一篇好的特稿写作，少不了编者对叙事策略的细细推敲： 
一是焦点策略。所有的事件发生时序都是线性的，但是故事文本编写却可以是多维的。焦点，即文

章的核心议题，是吸引读者注意力的磁石。设置焦点是特稿写作的关键技巧，不仅能够营造特定的情感

氛围和人物构建，还能控制叙事节奏来引导读者注意力，引发读者共情，强化主题。例如《永远的女战

士》(2024 年 7 月 15 日刊)设置的是危机焦点，通过一次次的冲突与对抗展现抗战时期一位女兵的坚韧与

勇敢，一次次矛盾的产生与消解推动读者情绪层层递进，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中感受那个年代的风雨飘

摇和主人公的不屈精神，发人深省；《一个人的长征》(2024 年 10 月 28 日刊)运用的是概要焦点，通过

省略赘余情节，着重描述重点内容来展现一个“重走长征路”的有志青年形象，文本情节干净利落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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沓，令人耳目一新…… 
二是冲突策略。像所有精彩的故事一样，特稿强调矛盾和冲突。有矛盾，就有对立的双方。在文本

叙述中，让对立双方同时出场，既可以提高故事的张力，也能推动情节的进一步发展[11]。在深度报道中，

冲突性是吸引读者、增强文章可读性的重要元素。《倾听·人生》报道篇幅较长，制造冲突是增强文本戏

剧性的有效途径，设置对立、运用对比和悬念、塑造鲜明角色等手法是其常用的冲突运用手段。在有限

的时空场域下，通过合理的文学手法运用，制造诸如人物与环境、人物与社会规范、人物之间等的对立，

形成丰富而强烈的情感与画面冲击，达到戏剧性的表达效果。戏剧性来源于冲突，而冲突则是推动故事

发展的动力。值得一提的是，《倾听·人生》所设置的冲突不仅仅局限于表面的对立，更包含着深层次的

情感、价值观或利益的交杂碰撞，以及隐藏于冲突背后的社会原因和时代背景，使得文本内容更富层次

性、色彩性。 
三是延宕策略。由于深度报道存在的矛盾性和曲折性，为了充分激发读者的持续阅读热情，保持对

内容文本的好奇心和故事情节进展的期待感，《倾听·人生》报道常常采用延宕策略进行内容创作。延

宕策略指的是利用设置悬念、制造留白等创作技巧，通过“压抑”和“拖延”故事中发生激烈冲突的部分

来缓和读者情绪，为后续高潮部分的爆发进行铺垫和蓄力。《倾听·人生》通过利用时间节点对情节进

行完成对叙事结构的搭建以及时间、空间、场景调度，从而不断改变故事节奏，达成“延缓”故事矛盾的

创作目的。这种有收有放、跌宕起伏的创作手法，不仅能够凝练故事情节发展的节奏点，引导读者的情

绪起伏，帮助受众完成对故事节奏的掌控，还能维持读者在阅读时的期待感和新鲜感，吸引读者持续阅

读。 

4. 《倾听·人生》文风：语言朴实，真情感人 

《倾听·人生》栏目的文风创新，本质上是对新闻真实性的深度诠释与情感表达的艺术探索。栏目

摒弃了传统新闻报道中常见的程式化表达，创造性地将“第一人称叙事”的亲近性、“毛边化语言”的真

实性与“细节描写”的感染力熔于一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朴实中见真情”的文体风格。这种文风转变

不是简单的修辞调整，而是传播理念的革新——当新闻从“告知事实”转向“传递体验”，语言便成为连

接报道对象与读者心灵的桥梁。 

4.1. 亲近的第一人称叙事 

在处理与读者的关系时《杭州日报》则采用了倾听的姿态和相互沟通的方法来与读者建立平等的关

系让广大受众参与传播发表意见[12]。在叙事人称上，无论是讲述亲身经历，还是呈现他人故事，《倾

听·人生》大多采用第一人称来进行事件报道，带领读者进入事件中心。美国记者特德·康诺弗说，“第

一人称的叙事，可以让读者觉得我是他们的替身：为那些他们没见过的事情而感到惊讶，为那些离奇的

事情而感到别扭，为那些牛事而感到欢悦”。“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主角并不是我，而主角是他们。读者

支持谦恭的叙述人。”这种表现方式使读者主动介入，尝试着以受访者的眼光来观察和分析事物，从受

访者的话语来感受其心路历程和情感变化，增强了媒体与受众之间的互动，拉近了媒体与受众的距离，

让受众感受到“亲切感”。如： 
“没有一个人告诉我，母亲究竟得了什么病。我只能从大人们张皇的神情和窃窃私语中感觉事情很

严重。我的世界快要崩塌了”。《学会告别》(2024 年 4 月 15 日刊) 
这种内心独白式的自白方式迅速将读者拽入了紧张恐慌的氛围中，近距离地感受叙述者的内心世界

和情绪变化。阐释人物的惶恐与焦灼，捕捉人物行为背后的思维，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饱满的同时充满亲

近性。读者获得的材料，不再是平面的信息，而是一系列丰富感性经验的组合它给我们某种艺术感，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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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分享他人的经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并不断地追问后来怎么样[13]。 
或许有人会说，第一人称叙事容易违背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原则，然而对于人物特稿而言，难以避免

会有写作者与受访者的切身感受和独立发现，亲历者的单向个人视角确实带有主观性，但却是真实不虚

的。在传统新闻体裁中，为了强调新闻报道的客观性，都会选择隐匿记者在报道中的现身，更不必说参

与到故事中。然而《倾听·人生》却反其道而行之，大张旗鼓强调“我”的在场，虽然有了主观性的视

角，却让故事有血有肉，倍感亲近。与此同时，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仍旧需要在采写中注意避免

记者的个人情感色彩添加，如文章中的形容词、修饰语、提示性的议论都应该慎重思考或隐蔽，要着力

隐去记者观点。尽管创作流程依旧是“受访者–记者–读者”，但要让文章呈现出事件当事人与受众面

对面交流的效果，这样才能更好地表现出第一人称叙事的畅通性，让故事更加完整、富有感染力而不显

得突兀。 

4.2. “毛边化”平实的语态 

在市场竞争和流量为王的网络环境下，塑造“社会舆论”的关键动力不再是社会价值的高低，而变

成了是否抓人眼球的市场逻辑。可以说，市场竞争媒体环境下的网络舆论，很大程度上已经商品化了，

愈发远离社会价值，而仅仅皈依经济价值。然而，自创办以来，《倾听·人生》尊重读者，坚持质朴真实

的语言风格，拒绝使用哗众取宠的辞藻来博人眼球，有读者将其生动地归结为“毛边化”文风，即在写

作中采用像天然未经修饰的“毛边”一般带有粗糙边缘、不完美但真实的朴实叙事风格。《倾听·人生》

的受访者来自五湖四海，但都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只有用“朴素的语言”才能更好地展现“朴素的

形象”。在真实无误的前提下，《倾听·人生》最大程度地保留受访者的原音，让每一个讲述者都能够

“站”在版面上面对读者[14]。 
因此，其采用的语句通常精悍短小、通俗易懂，以期保留被采访者原汁原味的口吻和言辞，如： 
当我们在车站见到早已等候多时的外公外婆，妈妈扔下包，飞奔过去，搂着她的爸爸妈妈，哭了一

个多小时。 
外公外婆拍着妈妈的背，长一声，短一声地喊着“小老三”，“小老三，这些年你去哪里了啊，我们

找你都快找疯了！”《我帮聋哑妈妈找妈妈》(2024 年 5 月 13 日刊) 
没有任何华丽的辞藻堆砌，有的只是最平凡朴实的语言文字。“小老三”这样具有生活气息的昵称，

展现了年迈父母对走失孩子的深切思念与疼爱。正是这样原汁原味的语言表达，更能让受众感受到最原

始淳朴的人物情感迸发。 
从“舆论纸币”的“流通观”来看，我们判定一份报纸(或其他媒体)存在价值和意义的最高标准，就

是它能否促进人们意见的交流、社会信息的流通和一般舆论的丰富[15]。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新闻语言就

是新闻媒介面对社会的“表情”[16]。在进行思政教育类新闻报道下，严肃认真的新闻语言是维护公信力

的重要工具，但若论慰藉人的心灵，通俗朴实的语言才是启发大众、展现报道接近性的不二之选。“话

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所谓“通俗”就是指语言上要尽量贴近大众日常生活，内容上与日常

生活息息相关。这种“毛边”式的讲述摒弃了夸张渲染和华丽辞藻，转而用平实、自然的语言来让读者

感受到真实的情感冲击，更接地气、近距离、富有感染力，使得读者与受访者更易产生情感共鸣。 

4.3. 细节折射人性的光辉 

新闻特稿向来反对宏大叙事，剖面的截取可以让受众更快更准地抓住事情的特点和本质[17]。坚持用

细节说话，努力缩小信息传递颗粒度，能够让受众更快更好地接受文本传达的意图和本质，达到“滴水

映日”的艺术效果。在《倾听·人生》中，开篇往往是简单的背景描写，这样不仅能第一时间抓住读者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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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也能侧面烘托当篇主人公的人物形象与性格。“因为年龄小，他先当通讯员。等年满 18 岁加入中国

共产党时，父亲已经历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四次反‘围剿’，他两次英勇负伤，最多一次身中八弹。”《在

父亲牺牲的土地上》(2024 年 5 月 27 日刊)“四次”、“两次”、“身中八弹”，在几个简单的数字运用

下，完善背景信息的同时，一位顽强不屈、浴血奋战的革命战士形象便跃然纸上。“父亲牺牲前，将四块

银圆、一只怀表和一支钢笔，交给罗维道政委。两人右手相握，父亲艰难地说出遗言——‘我不行了，你

要接替我指挥’”。笔者没有选择直接描绘烈士辞世的壮烈场景，而是借行为和语言描写来渲染出一个

舍家为国、有血有肉的烈士形象，给读者以一种强烈而直观的画面呈现，使得读者产生情感共鸣，从细

节处管窥人性的光芒。 
一篇好的新闻报道，必须注重新闻场景的再现，能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18]。细节是文本的“温床”，

是故事延续过程和人物生存状态的“注释”，合理的运用能给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真实

感。相较于其他体裁的新闻报道形式，特稿写作更加注重文本内容的文学性表达。细节化的表达形式

也是文学性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逼真的细节描写，能够直观地反映人物的性格、思想、心理、感受，

生动、传神地传达事实的真相，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并给读者营造想象空间，深深地打动人心。 
《倾听·人生》对于文本内容创作的掌握不仅体现了文体意识的逐渐清晰和写作技巧的丰富多样，

更是映射出了新时代新闻特稿的报道理念：互联网语境下，媒体报刊的生存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

考验。这种考验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的转型，更在于如何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坚守新闻的专业性和社会

责任感，持续生产优质内容。只有在碎片化的信息流中，找到有效的传播策略，坚持将内容作为传媒的

核心竞争力，保持内容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才能更好地应对日益复杂的舆论环境和受众需求，擦亮新时

代“舆论纸币”底色。 

5. 结论 

本研究以杭州日报《倾听·人生》栏目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选题策略、叙事特征和文风特色的系

统性分析，探讨了优质新闻在新时代舆论场域中的重要作用。研究表明，《倾听·人生》通过选题贴近

性、叙事多元化和文风真实性，提升了新闻内容的传播价值，强化了舆论引导力，彰显了社会责任，为

传统媒体在数字化时代践行“舆论纸币”理论提供了实践路径。其口述实录的叙事方式、多元化的叙事

视角和结构，以及朴实感人的文风，不仅增强了报道的真实性和感染力，还通过细节描写折射出人性的

光辉，展现了时代变迁中的个体命运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舆论纸币”理论的角度来看，《倾

听·人生》栏目通过优质新闻内容的生产，成功实现了对社会舆论的准确反映和有效引导。栏目不仅满

足了受众对客观真实、生动深刻新闻内容的需要与满足，还通过人文关怀和情感共鸣，增强了媒体的公

信力和感召力。这种以内容为核心、以受众为导向的新闻生产模式，为传统媒体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提

供了宝贵的借鉴。它启示人们：不管传媒生态如何变化，秉承内容为王、社会责任为上的新闻生产原则

是保持媒体“舆论纸币”畅行市场的底色，是新闻舆论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前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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