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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琳

巴尔扎克说，偶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
其实，偶然也是最伟大的新闻记者。新闻梦寐以求

的就是偶发的突然事件。可是，日常生活充满的是

“经常”、“平常”，如果没有敏锐的“新闻眼”，即使

有闪光的“偶然”，也会和我们擦肩而过。就做新闻

而言，更要求记者寻找并挖掘平凡背后的不平凡，
“经常”之中的“偶然”。特别是教育新闻，虽然关系

民生，社会关注度高，但因为周期性强，每年从招

生、入学到毕业、就业，周而复始，难有新意，最易

沦为“四季歌”。 记者要做的正是寻找平凡中的不

平凡，做到平中见奇，才会令新闻引人关注。 本文

以获 2011 年度中国新闻奖三等奖的稿件《宿管阿

姨 800 字致辞被掌声打断 11 次讲哭毕业生》为

例，同时结合自己十多年来采写教育新闻的经历，
谈谈新闻中的“偶然”。

“拒绝平庸”———
发掘“偶然”中的不平凡

“拒绝平庸” 是为人做事追求的一种高境界，
新闻也不例外，好作品一定是“拒绝平庸”之作。 如

果能够从看似平常、平凡之中，挖掘到“没想到”，则

“偶然”就会跃然而出。但拒绝平庸之作未必都是具

有社会轰动效应的大题材、大事件，而应该是不避

平凡但不落平庸。 捕捉到寻常事件的“闪光点”，让

其内在的价值显现出来，庶几就能“拒绝平庸”。
每年 6 月，高校迎来毕业季。常规动作之一是

举行毕业典礼。 2011 年 6 月 20 日南京信息工程

大学举行毕业典礼，邀请记者参加。事前在和该校

相关负责人聊天过程中， 我偶然获知他们将邀请

一位宿管阿姨上台发言。这让我联想到 2009 年香

港大学食堂服务员“三嫂”被授予名誉院士，当时

引发了各大媒体的关注。邀请宿管阿姨上台发言，

这在内地高校也属首次了。 为什么要邀请一位普

通的宿管阿姨上台发言？ 她会在这盛大的场合说

些什么？ 台下的大学生又会有如何反响？ 有了“悬

念”，我判断这会是篇“有料”的新闻。 果然那天的

毕业典礼让我有了三个“没想到”。 一是这位宿管

阿姨的“潮”。 虽然已经 60 岁了，但她会“半夜偷

菜”，玩“植物大战僵尸”，她的发言幽默风趣，充满

潮言潮语， 笑声不断响起。 二是现场气氛感人至

深。 吴阿姨真挚朴实的话语，打动了在场所有人。
不到 800 字的发言， 被热情的掌声打断了 11 次！
成为典礼上当之无愧的“人气王”。 当毕业生拉出

了“吴阿姨，我们爱您”的横幅时，全场的温情指数

也升到最高值。这场特殊而温暖的毕业典礼，虽然

是校方的一个创意， 但能激发这样的感动让他们

也始料不及。阿姨的登台发言，实际上是完成了一

次关于爱的教育， 完成了一次关于平凡与伟大的

教育。 三是阿姨对学生的爱心。 毕业典礼结束后，
我专访了这位宿管阿姨。 之所以能获得同学们的

喜爱和尊敬， 完全是因为她用一颗母亲的心来对

待这些大孩子。全楼学生的名字她都叫得出来，她

为生病的学生熬粥，她骂挂科打游戏的学生，她安

慰失恋的男生……在她朴实的语言中， 我感受到

她的不平凡。
如果说， 开头的期待尚是有着 “平常心”，那

么，采访中的三个“没想到”，则是得之现场的“偶

然”。 而这“偶然”正是新闻的“闪光点”，确保了新

闻的“个性”，避免了新闻的“平庸”。 6 月 21 日文

章见报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当天转载量即达千余

次，排百度媒体转载第三名。随后中央电视台不同

栏目共播出 17 次、《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

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还配发了相关评论。 引

发了社会对于大学精神、人文关怀、成功观等价值

理念的热烈讨论。
“宿管阿姨”稿件给我的启示是，用心才能“拒

让“偶 然”
变 得 不 平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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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平庸”。 要做个有心人，不要轻易排斥看似司空

见惯的线索， 而是用心发掘其不寻常处。 这样当

“偶然”发生时，你才能抓住。

“好奇心”———
发现“偶然”的原动力

心理学上对于好奇心的诠释是： 个体遇到新

奇事物或处在新的外界条件下所产生的注意、操

作、提问的心理倾向。好奇心是创新的原动力，同样

也是发掘好新闻的原动力。好奇和追问构成新闻人

应该具备的素质。 “好奇心”、“新闻欲”曾被西方新

闻学者定义为新闻的始源。 跟着“好奇心”,对新闻

事件追踪、追逐下去，才会悬念迭出，峰回路转。
2011年江苏高考作文题为《拒绝平庸》。 按照

惯例，《扬子晚报》会在阅卷结束后刊登优秀作文。
当看到《风沙渡》这篇满分作文，不由拍案叫绝。作

者以赶考路上偶然瞅到的小吃店“风沙渡”引申到

超越平庸的力量。 赞赏之余，我好奇，这个“风沙

渡”到底是一种文学的想象还是真实的存在，于是

信手在百度搜索里打出了“风沙渡”三个字。 意外

的是，“风沙渡”果真搜到了，而且就在宜兴某高考

考场的边上。 那么这位考生是宜兴人？ 我进行了

“追踪”。结果再次验证了设想，作者是宜兴中学的

一位学生———王希。 高考优秀作文年年有，而“风

沙渡”的“别别窍”在于，赶考路上偶然一瞥触发了

考生灵感，导致了一篇满分作文的诞生。于是有了

“风沙渡”系列稿件的第一篇《“风沙渡”的满分作

文是他写的》。 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吃店也因报

道几乎是一夜之间爆红，连域名也被人抢注。在采

访了店主及命名由来之后，系列报道第二篇《满分

作文捧红“风沙渡”小吃店》跟着出炉，此时，“风沙

渡” 现象已经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各大搜索

引擎中与“风沙渡”系列文章有关的词条高达 160
多万个，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也“跨界”撰文《“风

沙渡”的启示》。回到原初，“风沙渡”满分作文诞生

与小吃店勾连巧合的背后其实恰好反映出作文的

真谛———作文的根在生活， 因此我们没有停留在

“好奇”上，而是以风沙渡为契机，深挖一步反思当

前教育教学的失误， 并策划了一场作文研讨会让

这组报道得到升华。该组系列报道获得 2011 年度

江苏省好新闻系列报道类二等奖。这组系列报道，
每个线索都看似“偶然”，都似得之机缘巧合，却是

跟着记者自己和读者“好奇心”走，步步惊心，步步

惊“新”的结果。
“风沙渡” 系列报道给我的启示是，“好奇心”

是记者保持新闻激情的原动力，正因为有了“好奇

心”的驱使才能不断去追问探究，从而在看似“四

季歌”的寻常中发现“偶然”发生的有价值的新闻

事件。但记者不能仅仅停留在“好奇”上，更不能将

“好奇”沦为“猎奇”，它还需要用独特的观察来定

位，需要用思考来发掘其价值。

“忧与爱”———
“有态度”地诠释“偶然”背后的价值

所谓“有态度”是指有自己的主张，有自己的

见解，有自己的价值观。“有态度”与保持新闻的客

观性并不矛盾，客观本身也是一种“有态度”。荷兰

符号学家梵·迪克在他的名著 《作为新闻的话语》
中也指出：“媒体从本质上说就不是一种中立的、
懂常识的或者理性的社会事件协调者， 而是帮助

重构预先制定的意识形态。”“有态度”是媒体人有

责任感敢于担当的一种表现，既饱含着“爱”，也要

充满忧患意识。 在信息爆炸的社会中，没有了“态

度”，即使发现了“偶然”，也不能彰显出新闻应有

的价值含量。
2010 年江苏高考阅卷期间，一位新闻人物因

《扬子晚报》的报道而家喻户晓———“古文奇才”王

云飞。高考中，他以一篇用古体字撰写的骈文赢得

阅卷专家乃至古汉语专家的高度赞赏。 在一波三

折充满悬念的“人肉搜索”之后，我终于找到了作

者———如皋中学的王云飞。《扬子晚报》对“古文奇

才”进行了连续报道，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关注。 王

云飞也因此被东南大学破格录取， 有了一个好的

“归宿”。 然而这组报道到这里并未划上句号。 “古

文奇才”系列稿件并非是简单的“猎奇”或“炒作”，
更不是对复古的提倡。 因此在古文奇才的 “终结

篇”中，我配发一篇评论进一步阐释本组系列报道

背后的“态度”。点明我们的报道不是提倡复古，社

会公众的关注也无关于复古， 而是源于内心深处

对传统、对古典的或多或少的眷恋、敬畏和向往。
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不能没有古典情结。后

来“古文奇才”系列报道获得 2010 年度全国晚报

好新闻二等奖。
一个胸怀“忧与爱”的媒体人，才算是有责任

的媒体人。 作为记者仅靠知道新闻写作的 “5 个

W1 个 H”是远远不够的，仅靠猎奇吸引公众的目

光更是远远不够。 “有态度”才能在纷纭变化的信

息轰炸中，进行清醒的、理性的、独特的、有远见的

思考，用自己的作品去彰显出新闻的价值。
（作者单位为扬子晚报科教卫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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