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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新闻的预见性或预见性新闻，是对即将发生的重要事实的报道或者作出判断。它

的推断，具有科学性、客观性和前瞻性，能体现出新闻事实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趋势。本文概述了它

的性质、历程、特点、成功要略。列举了成功的范例。对新闻实践，提高媒体竞争力有现实意义和参

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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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动因

&、当今世界，信息繁多。在纷纭繁杂的新闻报道

中，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对自身利害紧密相关的信息〔&〕。

就像天气预报一样，人们更为关注的是“今天”时段

中尚未到来的天气和“明天”的天气，是天气即将对

自己产生的影响〔!〕。在中国“入世”、传媒“入世”的今

天〔,〕，受众期望找到前进路上不带错路的向导，这为

预见性新闻提供了现实需求的广阔市场。

!、科学预见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巨大作用已为

人类所公认〔-〕。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准确的超前预

见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已经日益频繁和普

遍。历史和现实都不容置疑地肯定预见性新闻报道

的客观存在〔#〕。

,、无论中外媒体如何竞争，新闻预见性已为世

界所共知〔)〕。准确的科学预见性新闻，是最高层次的

新闻产品，它是中外媒体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上，满

足受众三种需要（生存需要、发展需要、精神文化需

要）的最主要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也是“社会预警”〔%〕

战略的选择依据。

二、预见性新闻的性质

新闻是新近或者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预见

性新闻是即将发生的重要事实的报道。预见性新闻

是新闻家族中客观性新闻、分析性新闻的发展与必

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伟人自

身的新闻实践表明：它不是唯心论者的专宠；它的视

域遍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是各行各业的

“风向标”。

预见性新闻，有科学与非科学，准确与不准确之

分。它们都对历史事件起过或正在起着巨大的推动

或阻碍作用。科学准确的新闻预见性是比事件发生

后及时抓住的“活鱼”还更“活”且更宝贵的东西，对

受众而言有时甚至“价值连城”〔(〕。

三、古今中外历史上的预见性新闻一瞥

&、一部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史表明：最早的预见

性新闻产生于中国。它经历了口头传播，符录、瑞应、

谶纬、阴阳五行、小报、旗报、牌报、传单，报刊、广播、

电视、因特网等各个阶段。而中国最早的官办“邸

报”，因“没有一般的新闻言论”〔’〕，就无预见性可言。

秦末的“大楚兴、陈胜王”，“越明年、祖龙死”；汉

末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三

国时的“隆中对”；两晋时的“司马昭之心”；五代末赵

匡胤拾到的“点检作”木牌，直到明末的“闯王来了不

纳粮”，清末梁启超的“变亦变，不变亦变”，都充满着

对即将发生的新闻事实的预见，而不管采用何种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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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预

见性新闻更是在各个时期产生并发挥巨大作用。李

大钊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毛泽东

的“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类预见性新闻，发

挥了无以伦比的巨大舆论导向作用，引导着无数仁

人志士为中国革命奋斗，直至胜利地建成中华人民

共和国。

改革开放后，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在由“革命党

思维”向“执政党思维”的转变中〔!"〕，新闻实践和新闻

理论加快了预见性新闻的步伐。但大多数专家、学者

和新闻工作者都避免使用“预见性新闻”一语，害怕

理论“本源”偏差而把预见性新闻归纳在“分析性新

闻”中。其实，正如恩格斯所说：“完全立足于事实，只

是引用事实和直接以事实为根据的判断———由这样

的判断进一步得出的结论本身，仍然是明显的事

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第$%&页）。故，预

见性新闻是判断〔!!〕，是结论，是分析性新闻的结果而

不是分析性新闻本身。

当今中国，预见性新闻的实践已由时间上的长

期性（如!"年左右的“综合国力预测”〔!’〕），中期性（如

(至)年“餐桌经济”〔!(〕、(至)月的“非典报道”〔!#〕）发展

到 了 极 短 期（如《解 放 日 报 》金 福 安 的 海 湾 战 争 预

测〔!)〕、国际台的“伊拉克战争直播”〔!%〕），达到’#小时

或!""分钟的精确率；预见性新闻的空间使用已遍及

全国的报刊、广播、电视、因特网中；不少著名学者或

著名新闻工作者（如：甘惜分、蓝鸿文、童兵、喻国明、

刘建民、南振中、梁衡〔!$〕、徐兴华〔!&〕、时统宇〔!*〕、陆地、

张建伟、段功伟、杨飚、蔡尚伟、杨波〔’"〕、刘爱民〔’!〕等）

都肯定了新闻的预见或预测。尽管除国际台朱岩外，

我们尚未发现明确的“预见性新闻”提法，但是发现

有论者（如山东电视台杨永军）已把预见性新闻报道

归结为“舆论先导的新闻的第三种报道形态〔’’〕”。显

然，一种进步、一种期盼、一种探索、一种力量正在增

长。换言之，现实呼唤着预见性新闻在中国新闻学教

科书中名正言顺。

’、外国新闻史表明：预见性新闻在近代西方报

道中日益兴盛。它常用于政治竞选活动、战争态势分

析、经济走向预测及体育赛事等。它不忌讳使用预见

性新闻名称。这类报道之所以流行，正在于它不仅能

引起社会公众对某类事物的密切关注，更能在某种

程度上起到左右事件进程的作用。这类报道之所以

具有实际意义，也正是因为它和西方的政治经济斗

争及人们的现实利益密不可分。它或是因做出了正

确的预测而赢得人心，或是因揭露某些预谋、企图并

使其胎死腹中而先声夺人〔’(〕。恩格斯的)*篇《战争短

评》，斯诺“对世界形势的五次重大精确预见”，李普

曼的新闻评论专栏，凯斯瓦尼的毒气泄漏预测，前些

年的水门事件等，都属此类预见性新闻。最新的研究

成果表明：《财富》成功的最关键原因之一即是“一贯

关注全球经济趋势和市场热点”〔’#〕：默多克的新闻集

团在全球越滚越大，就在于“他在*"年代已经预见到

数字技术将给电视产业带来巨大发展潜力”〔’)〕。

四、新闻预见性的特点

预见性新闻“不是一篇哲人式的预言，而是一篇

经过科学分析的理性判断”〔’%〕。因此，它的自身特点

极其鲜明。

!、精确的时限性。

“科学的预见指明了客观事物和实践活动的发

展方向。这种预见并末违反理论依赖于实践的原则：

第一，科学预见来源于实践；第二，科学预见受着实

践水平的限制；第三，科学预见要通过实践来检

验”〔’$〕。这些话是真理；但对于预见性新闻则不可奉

为避免“卜卦算命”之讥的“慢吞吞”和时限上模糊不

清的金科玉律。当今新闻，是以分秒为限而竞争的；

当今新闻预测手段，也已突飞猛进。没有明确乃至精

确的时限性，预见性新闻将一文不值。预见的时限越

短越精确，就越能引起人类的全球性普遍兴趣，区域

性特殊兴趣，尤其是时间上的热点兴趣，形成相应的

最大关注值。

’、明显的动态性。

没有事实的变动，就没有新闻。事物变动程度的

精确度量，是证明新闻绝非沙砾的依据。预见性新

闻，正是在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动态长河中截取的

最新发展段上的一点。它必须首先指出报道对象的

现实状态或事件进展情况，甚至有时还须交待清楚

有关的一切背景，然后明确地指出事件在这一动态

时段点上将要发生的事实，以期受众与自己的预见

达成共识，达到传播“共振”，获得传播最佳效果。

(、精当的述评性。

既然要做出预见，就要在叙述事实的基础上精

当的加以评说并得出结论。这种评说上的预见结论，

一般会对结局、前景做多样设想以供受众选择，并在

话语上留有余地。但这种通常做法往往会引起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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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视。故发表的确切精当的预见性斯闻应是象肖乾

《评罗斯福总统当选》〔!"〕那样结论明确专一而非多

极化；述评的杂乱无章更是预见性新闻的大忌。人们

没有时间来接受无益的东拉西扯。

#、强烈的务实性。

务实性在于介入，这里指的是做预见性报道的

人许多不仅仅以“捉刀者”身份代言，而是明显的把

自己置身于事件的旋涡中。即使是清醒的“旁观者”，

也必然是某方面行家里手，否则将会贻笑大方，更使

发布媒体信誉大跌〔!$〕。

%、显著的功利性。

科学预见性新闻报道在于使受众有益；非科学

预见新闻使受众受害。趋利避害是人类通性。预见

性新闻显著的功利性表现在它的整个过程中。它之

所以在作品中对事物的发展趋势进行准确的超前预

见，之所以用深邃的富有洞见力的睿智启迪人们的

思想与行动，之所以站在时代发展需要的高度上满

足受众的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和精神文化需要，原因

即在其显著的功利性。一方面“利己”，更重要的是

“利他”。否则，它连存在的价值也没有了。

&、简明的告知性。

当今世界信息的繁杂浩如烟海，受众最需要的

是定论，是确定而且有用的意见。看不出对事物本质

的见解，只会人云亦云，受众要他作甚？这就需要预

见性新闻直接在标题上和内容上简单、明确、不卖关

子，避免“钝刀子割肉”。’$("年’’月’%日的著名短新

闻《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及非典前期，主

流媒体失语，手机短讯上出现的“广东发现致命流

感”"个字“流言”，瞬间传遍中国各大城市，就在于体

现了简明的告知性。有前瞻，有告知，才有沟通、警

示、教化〔)*〕。否则，一切都无从说起。

五、预见性新闻的实例

央视“神舟六号”的系列报道，可谓是预见性新

闻的成功典范。!**%年’*月’!日早晨$点，神舟六号

发射升空，到’(日凌晨成功返回着陆，中央电视台全

程跟踪电视报道，世界$’个国家和地区的)’(家电视

机构转播，使亿万电视观众亲眼目睹了这一激动人

心的历史时刻。由于，央视国际频道“神六”直播特别

节目的成功，央视媒体同样享誉“中国的骄傲”，再次

显示和确立了央视国家媒体在世界媒体中的权威。

“神六”系列报道的基本框架是时间顺序。即：飞

船在天上按计划、按时间与火箭逐步分离、飞行返回

着陆一条线；国家高层、社会各界、海内外观众关注

一条线；专家采访、航空技术诠释、新闻述评分析一

条线。三条线形成全方位、多视角的强大媒体信息，

紧扣受众“欲知而未知”的心理，紧紧抓住“神六”升

空飞行中宇航员的空中状态，“神六”返回着陆的时

间、地点、安全等核心，强化了分析预测性的报道，可

以说，亿万观众都是按照这个“受众心理”看完央视

“神六”电视直播节目的。

据《中国电视报》!**%年’*月!#日载，美国佛罗

里达州奥兰多市观众李道坊说：这次++,-.#的转播

比美国卫星发射的转播要好，好得多！好在不但说的

多，看得多，而且高科技含量多。南非观众马卡力说：

央视“神六”的节目，极其精彩、完整，必将在人类航

天史上留下辉煌的篇章。

六、预见性新闻报道的成功要略

科学预见性新闻撰写者必备较高的政治素质和

业务素质，科学预见性报道的成功则取决于记者的

综合素质，媒体的整体能力。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

可。

具体地说，预见性新闻报道取得成功，应具备以

下条件：

’、新闻记者或评论家必须具备敏锐的政治时局

眼光，以及把握事物变化发展进程的能力。除了掌握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外，还应该学点“未来

学”。〔)’〕

!、撰写者及其所在媒体善于从纷繁复杂的事物

中发现其发展趋势，并特别关注刊播前的受众期待

视野预测。这种超前意识和超前评估的功力是精心

培育、日积月累的结果。

)、发表时机讲究选择得当，发表方式讲究适宜

得体。是用消息还是用述评体裁？还是用调查报告？

抑或采用“内部参考”？总之，要考虑受众层次及受众

面，做到有的放矢，做到“三贴近”。

七、结论及讨论

’、预见性新闻是古今中外的客观存在，时代呼

唤预见性新闻，应当列入中国新闻学教科书，以指导

新闻实践。

!、预见性新闻报道对受众有巨大的吸引力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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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阔的市场，我们应理直气壮地实践它、研究它、提

高它，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及世界，从而有效拓展

我国媒体的核心竞争力空间。

7、人类的实践与认识，没有止境。尽管我们查阅

了大量文献，如中国目前的新闻学教科书（人大和北

广教材为主），中国广播 电 视 年 鉴（#:(4=%&&’），人

大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专辑（%&&7=%&&’），以 及

各类中外通史中文版，但采用的是历史的、逻辑的、

理性判断的方法和费时费力的手工操作，确属管中

窥豹。抛砖引玉，有点涟漪，是为我们所期；能否如

愿，也只能依靠实践来检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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