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76 卷 第 4 期 2023 年 7 月
Vol. 76

 

No. 4
 

Jul.
 

2023. 027-039

DOI:10. 14086 / j. cnki. xwycbpl. 2023. 04. 003

叙事视域下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的呈现与反思
———以《法治日报》 《检察日报》为例

王丹荣

摘要:未成年人作为社会的特殊群体,其身心健康关系到家庭幸福、社会和谐和国家稳

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的研究极具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以《法治日报》和《检察日

报》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为样本,从报道数量、报道体裁、新闻来源、报道内容以及犯罪类

型进行了量化统计;对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的叙事者、叙事视角和叙事模式进行了文本

的深度解读。 研究表明,《法治日报》 和《检察日报》 对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采取多元化

叙事者、多角度叙事视角、多样化叙事模式的报道策略。 这些报道策略可以使媒体准确行

使新闻话语权和舆论引导权,引导受众思考并解决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问题,实现媒体的

新闻价值;可以将社会对未成年人的帮扶教育放在首位,实现未成年人犯罪报道的社会实

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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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事件的频发,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的数量也随之增多。① 认真

梳理此类新闻材料,发现存在诸多报道“失范” ②的问题,如过度披露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信息而侵

犯其个人合法权利,对未成年犯罪案的当事人“标签化”而影响司法公正审判,过多报道犯罪细节对

受害人造成“二次伤害”等。[1] 我们知道,未成年人是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未成年犯罪人更是特殊群

体中的特殊人。 媒体应在尊重新闻真实性原则的前提下,给予未成年犯罪人这个特殊群体合理的关

注与照顾。
未成年犯罪人的特殊性决定了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其不同的新闻叙事手

段会给当事人和社会带来不同的舆论影响。 媒介应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对此类新闻进行报道,注
重报道的叙事策略,履行媒体的社会责任。 本文以法治界两大报纸《法治日报》 (原名《法制日报》 )
和《检察日报》为研究对象,对 2016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表在两报上有关未成年人犯

罪新闻报道进行话语叙事分析,具体研究三个问题:一是当下未成年人犯罪新闻在法制类纸媒中是

怎样呈现的? 二是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的叙事手段有哪些具体表现? 三是这些叙事手段背后反

映了新闻媒体对此类报道采取了何种叙事策略,这些叙事策略如何体现媒介责任和社会价值? 这些

问题的研究能给其他媒体对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方法指导。

一、对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的界定及其类目分析

关于“犯罪新闻”的研究,已有学者对其概念、性质进行了界定。 如朱颖等认为,犯罪新闻是对具

①

②

根据《民法总则》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未成年人”是指不满 18 周岁的公民。 “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 主要指
对未成年人犯罪过程、犯罪原因、警示意义、解决对策、犯罪预防等进行报道的相关新闻。

这里提到的“失范” ( Anomie)是借用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对其概念的解释,即“个人自由的无度而对规范形成的冲击” 。



备犯罪基本特征的行为及有关现象和事实进行报道的新闻。[2] 宋远升、高玉冰表示,犯罪新闻报道具

有双向的效果,不仅具有正向的价值,也具有负向的效果。[3] 关于“新闻叙事”的研究,自 2003 年起,
国外新闻话语专著被广泛介绍到国内并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如黄挺提出了对叙事学学科架构的见

解,建立了新闻叙事研究的理论框架。[4] 陈霁昀、林春茵、马爱彬、杨凯虹等均从叙事学的角度对新闻

理论和新闻现象进行了分析[5-8] ,这些研究成果为本文关于新闻叙事框架的构建提供了一定的研究

基础和方法指导。 关于“犯罪新闻叙事”的研究,如赵小茉探讨了犯罪新闻对社会秩序和受众的影

响。[9] 陈宁、杨春对犯罪新闻中的传播伦理问题进行了分析。[10] 张兵兵对《北京晚报》犯罪新闻的描

写手法与叙事方式进行了深入探讨等。[11] 这些学者从叙事学和问题学的视角对我国法制新闻的叙

事策略进行了探究,对本文有关未成年人犯罪新闻叙事策略的反思提供了研究思路。
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的叙事方式会直接给社会和未成年人家庭以及当事人造成影响。 笔者

基于当下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的事实,在对《法治日报》和《检察日报》469 篇新闻报道材料分析的

基础上,梳理此类新闻报道的呈现状况,探讨其叙事框架的构建问题,总结其叙事策略的创新模式,
进一步反思新闻媒体的职业价值和社会责任,希望媒介作为传播者能更好地保护涉罪未成年人的权

益。 本文所涉及的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主要包括未成年人犯罪过程、犯罪原因、警示意义、解决对

策、犯罪预防等相关新闻。
(一)样本界定

《法治日报》创刊于 1980 年 8 月 1 日,作为中共中央政法委机关报,是民主法治领域的主流媒

体,在法律专业传媒集团中影响力最大,日发行量达到 30 多万份。 《检察日报》于 1997 年 7 月 4 日

创刊,是最高检的机关报,十年来始终保持着 40 万份左右的发行量。 鉴于《法治日报》 《检察日报》
的权威性和专业性,对两报中的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未成年人犯

罪报道的理解与认识,而且可以为其他同类报刊、网媒等对此类新闻的报道提供优化建议。
(二)时间、类目界定

1. 时间界定

2015 年,最高检成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办公室,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高度重

视;2018 年,最高检给教育部发出 1 号检察建议,这是最高检史上首份检察建议书,体现了检察机关

对推动校园安全建设的高度重视;2020 年,更是未成年人保护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 》审议通过,更加突出对未成年人的“双向保护” ,且将公民的最低刑事责

任年龄由以前 14 周岁调为 12 周岁……这期间的每个变化,都与涉罪未成年人的保护息息相关。 笔

者将两报刊样本选择的时间界定在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办公室成立的第二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修正案(十一) 》审议通过,即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对这五年的样本进行搜集和

分类。
2. 类目界定

笔者以本研究目的为出发点,参考新闻传播学中有关实证研究的方法,以新闻事实为依据,对样

本进行了以下类目设计:
报道数量:2016—2020 年《法治日报》 《检察日报》有关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的数据;
新闻来源:主要对新闻事实的来源进行分析;
报道内容:主要对新闻内容进行分析;
报道体裁:消息、评论、通讯、图片及其他;
犯罪类型:依据《刑法学》中规定的犯罪类型进行分类。
(三)类目分析

1. 报道数量

笔者以“未成年人犯罪” “失足少年” “涉罪未成年人” “少年犯” “问题少年” 为关键词,分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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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日报》和《法治日报》上进行全文检索,共获取样本 1643 篇,经逐条分析后,对涉及被侵害未成

年人、相关度较低和重复性报道进行排除,后获取有效样本共计 469 篇。 如表 1 所示:

表 1　 全文检索获取的样本具体情况

报纸 检察日报(2016—2020) 法治日报(2016—2020)

年代 总样本数 有效样本 总样本数 有效样本

2016 132 42 161 39

2017 106 30 157 40

2018 137 62 152 36

2019 172 64 246 55

2020 116 39 264 62

　 　

由表 1 可知,2016—2020 年《检察日报》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数量有增有减,但在 2018
年陡增,2020 年陡减。 2016—2020 年《法治日报》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数量有增有减,2016—
2018 年趋于平衡,2019 年报道数量陡增,2020 年略有上升。

2018 年是中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 30 周年,《检察日报》给予未成年人犯罪新闻很多专题版

面支持,致使此类报道呈现陡增趋势。 2019 年《法治日报》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在当年也呈

现陡增趋势,这与当年受理未成年人批准逮捕和起诉案件的数量陡增有着密切联系。 2020 年《检察

日报》此类新闻报道呈现陡降趋势,这与当年疫情的发生有着密切的联系。 而同时期《法治日报》报道

数量反而有增无减,很多报道集中在刑法修正案(十一)是否关于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相关讨论上。
2. 新闻来源

所谓新闻来源,就是指新闻的出处,是指某一新闻事实或某一新闻素材资料的来源,它在一定程

度上决定着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笔者在对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样本进行分析时发现,两
报的主要新闻来源是公检法和专家学者。 如表 2 所示:

表 2　 新闻来源

报刊
法治日报(2016—2020) 检察日报(2016—2020)

数量 占比( %) 数量 占比( %)

公检法 97 42 145 61

专家学者 79 34 59 25

教育部门 29 12. 5 14 5. 7

政府部门 7 3 3 1. 3

案件当事人 7 3 6 2. 6

涉案未成年人的关人员 13 5. 5 10 4. 4

　 　

由表 2 可知,《检察日报》将公检法和专家学者作为主要新闻来源的比例为 61%和 25%。 《法治

日报》在进行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时,将公检法和专家学者作为主要新闻来源的比例 42%和 34%。
此外,以教育部门、政府部门、案件当事人、涉案未成年人的相关人员(监护人、亲属、同学、老师、邻
居、被害人等)为新闻来源的,《检察日报》分别占比 5. 7%、1. 3%、2. 6%以及 4. 4%,《法治日报》分别

占比 12. 5%、3%、3%和 5. 5%。 《检察日报》主要信息来源就是作为司法机关的检察机关,主要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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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闻事件的报道,而《法治日报》来源较为广泛,公检法司四个机关都有涉及,报道更为全面,侧重

对案件的深入分析。
3. 报道内容

笔者通过对样本分类统计发现,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 10 个方面:一是

案件报道,即对未成年人犯罪过程的报道,包括案发时间、地点、起因、经过和结果等;二是判决结果,
即涉罪未成年人处罚方式的报道,如作出判决、附条件不起诉、不起诉等;三是对策建议,即公检法办

案人员、专家学者、媒体记者等提出的有助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建议;四是政策制度,即政府出台

的针对防范未成年人犯罪的各项建议;五是观点表达,即公众如何看待专家学者对未成年犯罪者提

出的宽容、挽救、严惩等建议;六是教育挽救,即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社区、学校等部门对涉罪未成年

人开展的教育、挽救工作;七是预防宣传,即相关部门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而开展的法治宣传活动,
如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开展的法治进校园活动;八是现状分析,即对未成年人犯罪类型、犯罪特点、
犯罪者的年龄、性别等进行分析;九是研究进展,即通过调查等方式,对未成年人犯罪特点、预防犯罪

的对策、未成年人犯罪成因等进行深入研究;十是青少年权益,即对未成年犯罪者隐私权、名誉权、受
教育权等权利的关注。

表 3　 报道内容

报刊 检察日报(2016—2020) 法治日报(2016—2020)

内容 数量 占比( %) 数量 占比( %)

事件报道 34 14. 3 29 12. 5

判决结果 3 1. 3 37 16

对策建议 62 26. 2 24 10. 3

政策制度 18 7. 5 24 10. 3

观点表达 26 11. 2 1 0. 4

教育挽救 76 32. 1 22 9. 5

预防宣传 9 3. 7 28 12. 1

现状分析 5 2. 1 57 24. 6

研究进展 2 0. 8 6 2. 6

青少年权益 1 0. 4 2 0. 85

其他 1 0. 4 2 0. 85

　 　

由表 3 可知,《检察日报》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中,教育挽救主题位于首位,占 32. 1%,其
次为对策建议类报道,占 26. 2%。 而《法治日报》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中,现状分析类报道占

据首位,为 24. 6%,其次为案件报道类,占比 12. 5%。 由此可见,《检察日报》侧重于信息传递,《法治

日报》侧重于对案件的深度解读,这也使得两家报纸在篇幅上存在明显差异,《检察日报》以短小型

篇幅为主,而《法治日报》 中长型篇幅居多,这也与前面提到的两家报刊的读者定位及新闻的来源

有关。
4. 报道体裁

新闻文体是新闻报道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常见的新闻文体主要有消息、通讯、评论、图片新闻

及其他五类。 根据实际样本情况进行划分统计,结果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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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报道体裁

报刊 法治日报(2016—2020) 检察日报(2016—2020)

主题 数量 占比( %) 数量 占比( %)

消息 111 47. 9 118 49. 7

通讯 75 32. 3 78 32. 9

图片 29 12. 5 8 3. 4

评论 11 4. 7 26 11

其他 6 2. 6 7 3

　 　

由表 4 可知,《检察日报》237 篇研究样本中,消息 118 篇,通讯 78 篇,评论 26 篇,图片新闻 8 篇,
分别占总量的 49. 7%、32. 9%、11%和 3. 4%。 《法治日报》232 篇样本中,消息 111 篇,通讯 75 篇,图
片新闻 29 篇,评论 11 篇,分别占总量的 47. 9%、32. 3%、12. 5%和 4. 7%。 由此可见,《检察日报》以

篇幅较短的消息为主,文字简洁,主要突出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挽救。 《法治日报》侧重于

通讯,更多的是对案件进行深度解读,提出预防对策和建议。
5. 犯罪类型

通过统计和分类发现,《检察日报》和《法治日报》分别有 137 和 207 个样本是直接对未成年人某

一犯罪类型进行客观描述的,所涉及的犯罪类型占比如表 5 所示:

表 5　 犯罪类型

报刊 检察日报(2016—2020) 法治日报(2016—2020)

罪名 数量 占比( %) 数量 占比( %)

盗窃罪 52 38 38 18. 4

故意伤害罪 33 24. 1 58 28

聚众斗殴罪 9 6. 6 17 8. 2

抢劫罪 11 8 21 10. 1

寻衅滋事罪 9 6. 6 8 3. 9

故意杀人罪 5 3. 6 13 6. 3

非法拘禁罪 4 2. 9 4 1. 9

涉毒罪 1 0. 7 13 6. 3

其他 13 9. 5 35 16. 9

　 　

由表 5 可知,《检察日报》共涉及罪名 19 个,其中盗窃罪占比最高,其次为故意伤害罪、抢劫罪、
聚众斗殴罪和寻衅滋事罪,占比达 83. 3%。 《法治日报》 共涉及罪名 26 个,前 4 项犯罪占比超过

60%。 其中,因校园欺凌引发的故意伤害占故意伤害总数的比例分别为 37. 9%和 6. 1%。
综上所述,根据对《法治日报》和《检察日报》有关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材料的统计,弄清近些年此

类新闻在这两大法治报的呈现状况。 主要表现为三点:一是文本数量有增有减,受政策等社会热点

因素影响较大,两报都比较重视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法治日报》开辟了专版,《检察日报》集中

在 1 ~ 4 版;消息来源倚重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比较权威,报道的可信度较高。 二是《检察日报》以

篇幅较短的消息为主,文字简洁,《法治日报》侧重于通讯,多深度报道。 三是《检察日报》突出检察

机关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挽救,《法治日报》深入剖析案发原因,并提出预防建议,其犯罪类型与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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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公布的未成年人涉嫌罪名分布图基本吻合。

二、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的叙事框架

詹姆斯指出:“叙事是最重要的意义解读手段,人们常常把自己关心并尝试理解或解决的问题编

码于叙事之中。” [12] 詹姆斯的观点说明媒体记者采用何种叙事方式是读者理解新闻意义的重要解读

手段,更是判断新闻立场的关键。 何纯认为,新闻视角、新闻叙事人以及由叙事人体现出的新闻叙事

的立场、观点、态度、指向可以建构新闻叙事的原理框架。[13] 据此,笔者对《法治日报》和《检察日报》
469 篇新闻报道材料加以分析,从微观、中观到宏观,按照叙事者、叙事视角、叙事模式三个层面构建

未成年人犯罪新闻的叙事框架,以期对其他媒体有关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

方法指导。
(一)微观叙事: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之叙事者

通常情况下,叙事者就是话语的讲述人。 叙事者除了基本的传递信息、讲故事的功能外,“他担

负着对故事的叙述、交流、证实、说服、干预的作用。” [14] 在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中,叙述者的价值

立场决定着叙述内容的价值倾向。 在胡亚敏对叙事者分类标准的基础上,[15] 根据对《法治日报》和

《检察日报》469 例新闻报道材料的分析,归纳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的主要叙事者主要表现为以下

两类:
1. 公开的叙事者

罗钢认为,公开的叙事者是指,在文本的叙述中,我们能够在文本中清晰地听到其叙事声音的叙

事者。[16] 据统计,样本中公开的叙事者所占比例高达 84. 8%和 62. 5%。 公开的叙事者公开现身,甚
至明确表明身份,以旁观者或者亲历者的身份见证新闻,而且明确表达观点和看法。 报道中,公开的

叙事者主要由公检法、专家学者、记者和案件当事人组成。
(1)公检法作为叙事者。 因为工作关系,公检法的办案人员能够直接接触到未成年人犯罪的相

关案件,通过询问、讯问、走访调查、阅卷等方式对整个事件进行全方位地叙述,消息权威、可靠。
例如:

作为一名未成年人犯罪检察科科长,我每天都要和孩子们打交道,有时看到一些孩子因为

冲动打伤了别人而犯罪,我发自内心地替他们惋惜,也想尽力去挽救他们。
《检察日报》2016-05-20

上例中公开的叙事者是作为“未成年人犯罪检察科科长”的“我” 。 叙事者以参与者的身份讲述了三

年前办理的一件案子。 作为办案人,其见证了整个事件的发展,双方矛盾那段就写得很精彩,叙事者

的观点、立场、态度也描述得很详细。
(2)专家学者作为叙事者。 专家学者本身具有意见领袖的作用,在此类报道中专家学者主要是

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例如:
李玫瑾认为,对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的犯罪孩子,应该被送到强制学校。
在黄晓亮看来,不进行刑事处罚,并不意味着不予惩罚。

《法治日报》2019-01-04
上例中公开的叙事者是李玫瑾、黄晓亮两名专家,新闻报道中他们关注的点不是案件本身而是案件

引发的后果,并从家庭教育出了问题入手,直接表达“这些孩子应该被送到强制学校” “不进行刑事

处罚,并不意味着不予惩罚”的观点,引发公众思考。
(3)记者作为叙事者。 记者通常会以旁观者的身份进行叙事,他们会在新闻报道中主动发声,表

明自己的观点和倾向,呼吁社会关注。 例如:
多位受访者告诉《法制日报》 (注:此时报纸还未更名)记者,由于……对此,要形成家庭、学

校、社会的管理矫正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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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日报》2020-05-10
上例中公开的叙事者是记者周霄鹏,他以旁观者的角度,讲述了不良行为产生的原因,并从家庭、学
校、社会三个方面提出预防犯罪的建议,针对性很强,有助于引发社会对有不良行为表现的未成年人

的关注,从源头上减少犯罪。
(4)案件当事人作为叙事者。 笔者参考《刑事诉讼法》 对案件当事人的相关规定,结合样本实

际,发现在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中案件当事人主要是指涉罪未成年人和被害人,而且基本为涉罪

未成年人。 例如:
“我一定好好反省,遵纪守法,恳请检察机关能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未成年犯罪

嫌疑人小王宣读了悔过书。
《检察日报》2020-07-07

上例中公开的叙事者是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小王” ,通过他的公开发声,如“我一定好好反省” “遵

纪守法” “恳请”等明确表达了他认罪悔罪的态度,更能体现涉罪未成年人的所思所想,使报道更具

真实性与可读性。
2. 隐蔽的叙事者

隐蔽的叙事者具有以下特点:采用第三人称叙述;不介绍自己、不叙述自己,只叙述客体;叙事者

很难被发现。 根据叙事者在文中是否暗含自己的观点,笔者又将隐蔽的叙事者分为客观的隐蔽叙事

者和主观的隐蔽叙事者。
(1)客观的隐蔽叙事者。 客观的隐蔽叙事者是指叙事者采用平铺直叙的方式对案件进行叙述,

不含观点与态度。 此类叙事者多见于图片新闻和短消息中。 例如:
11 月 4 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官区检察院对涉嫌盗窃的两名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作出附条

件不起诉决定……
《检察日报》2020-11-08

上例作为图片新闻刊发,叙事者在文中未表明身份,而且还以局外人的身份直白地对事件进行描述。
通过这个隐蔽叙事者的描述,客观、冷静地告诉记者“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官区检察院”对两名犯罪嫌

疑人作出不起诉决定。 叙事者不对案件作任何评价,让读者只知道事件本身,感受不到叙事者的

存在。
(2)主观的隐蔽叙事者。 主观的隐蔽叙事者虽不对案件进行主观判断,但却会在文本叙述中暗

含观点与态度,使报道更具有说服力和可信度。 受自身和时代的制约,主观的隐蔽叙事者想要在报

道中提供全面的、真实的意见,就会带有一定的倾向性。 但这里的倾向性并不是主观臆断,而是强化

正面宣传,注重媒体舆论的宣传性,具有一定的导向性。 例如:
4 名打人少年有的叼着烟卷,有的持手机拍摄,还不断发出哄笑声。

《法治日报》2020-05-10
上例中的新闻事件发生在河北省沧州市献县,叙事者以旁观者的身份对案件进行了细致的描述。 叙

事者虽未直接表达出自己对此事的看法,但却暗含叙事者对此类事件的态度,通过“叼着烟卷” “持

手机拍摄” “不断发出哄笑声”反映出他对涉案未成年人嚣张与冷漠的批评。
可见,不同的叙事者代表不同的新闻立场和新闻态度,记者在报道未成年人犯罪过程和犯罪细

节时恰当选用不同的叙事者进行表述,使媒体的舆论宣传具有正确的导向性。
(二)中观叙事: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之叙事视角

曾庆香认为,叙事视角是叙事者通过某种角度,把所体验到的客观事实传达给受众,让受众了解

作品中人物的真实的想法。[17] 笔者根据对《法治日报》和《检察日报》有效新闻材料的分析,将此类新

闻报道的叙事视角分为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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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知情人的视角叙事:洞察全局

知情人是指了解内情的人,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报道中,知情人是指对案情有深入了解的人,不
仅洞察全局,对整个案件状况了如指掌,有时甚至能洞察人物的内心世界。 例如:

“日前,上海市嘉定区法院对一起开设赌场案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涉案被告人达 37 人……”
小暖(化名)近日在手机上看到这则消息时,久久不能释怀。

《检察日报》2020-08-19
上例以知情人的视角叙事,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描写了“小暖”犯罪的内心变化。 叙事者不仅

对该案的特点等情况了如指掌,而且还能够独立于案件之外,对人物的思想及行为作出评价,如“久

久不能释怀” 。
2. 以案件当事人的视角叙事:真实生动

在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中,案件当事人主要是指涉罪未成年人。 这种叙事视角强调叙事者从

故事中的人物出发描述案件事实。 例如:
“前段时间被妈妈赶了出来,爸爸也有了新家,我无依无靠……我知道那地方不适合我,但

是实在没办法。”
《检察日报》2017-12-14

上例以涉罪未成年人“小虎”的视角叙述了其犯罪背后的家庭背景。 正所谓,言为心声,叙事者巧用

“小虎”的话语,如“我知道那地方不适合我,但是实在没办法”表达出“小虎”的所思所想,将“小虎”
对生活的无奈与悲惨经历刻画得淋漓尽致,颇具感染力,增强了新闻的真实感。 同时,通过对“小虎”
心理状态的描写,也引起人们对“小虎”走上犯罪背后的家庭原因进行思考。

3. 以第三人称视角叙事:客观全面

在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中,第三人称视角叙事主要是指通过办案人、涉罪未成年人父母和专

家学者的视角进行叙事,叙事者将自己置身于事件之外,虽然讲述的故事与自己相关,但故事片段指

向主人公,通过其对涉案人物或事件的看法,共同建构完整的事件,有利于增强报道的客观性。
(1)以办案人的视角叙事。 办案人员虽然案发前其未亲历整个案件,但是受理案件后,可通过提

审、阅卷、走访调查等方式对案情有深入的了解。 例如:
第一次讯问两个孩子时,他们的表情并不沉重,甚至还冲我露出了一抹笑容。 但当他们知

道自己……会被判处有期徒刑时,他们沉默了。
《检察日报》2020-01-09

上例以办案检察官的视角讲述了自己办理的一起未成年人涉恶案件。 办案检察官通过对涉罪未成

年人动作、神态、语言的叙述生动地再现了初见涉罪未成年人时的情景,比如“表情并不沉重” “一抹

笑容”反映了涉罪未成年人法治意识的淡薄,不知其行为后果。 “沉默了”和前文中的表情并不沉重

形成鲜明对比,反映出涉罪未成年人开始思考自己行为的严重后果,并感到害怕。
(2)以涉罪未成年人父母为视角。 例如:

“……作为家长,我们也反省了自己,改变了对他的教育方式,” 小飞的妈妈拉着检察官的

手说。
《检察日报》2020-12-30

该文以涉罪未成年人“小飞”的妈妈的视角叙事,作为案件的局外人,“我们也深刻地反省了自己,改
变了对他的教育方式”从侧面反映了教育方式的不当是小飞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

(3)以专家学者为视角。 例如:
“不良行为具有扰乱行为准则……危害性……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预防不良行为开

始。”中国地质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法学教研室讲师陈雪说。
《法治日报》20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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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从讲师陈雪的视角出发,从四个方面阐释了不良行为的危害,分析了不良行为和犯罪之间的关

系,并指出预防不良行为对预防犯罪的巨大作用,呼吁社会加强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关注。
可见,不同的叙事视角传播不同的新闻价值。 由于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涉及的犯罪手段和犯罪细

节都是舆论发酵的重要节点,新闻视角如果表述不当会带来不好的社会影响,不仅会给受害者带来

二次伤害,还会削弱媒体的公信力。 因此,媒体选用恰当的叙事视角决定了此类新闻正确的价值

倾向。
(三)宏观叙事: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之叙事模式

薛朝凤认为,叙事是人与人之间交流沟通的主要方式,对人们交流规律进行探索就是对叙事模

式的探索。[18]] 根据对《法治日报》和《检察日报》 469 篇新闻材料分析,归纳出以下三种未成年人犯

罪新闻报道的叙事模式。
1. 新闻模式:客观报道事实真相

新闻模式强调新闻的客观性,通过选择简短、明确的语言来叙述案情,还原事实真相。 因为未成

年人犯罪新闻具有敏感性、特殊性,易引发大量关注,新闻的客观性在报道中就显得更为重要。 新闻

模式严格按照“5W”模式进行叙事,让读者迅速知晓文章的主要内容。 在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进行报

道时,此模式多采用消息的体裁,而且以倒金字塔结构为主,开篇简洁、引人注目。 例如:
近日,重庆市江北区检察院两名“莎姐”检察官邀请江北区人大代表一道,来到该区鱼嘴镇

一社区,对正在接受社区矫正的未成年人小吉、小岫进行“家访” 。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1 月,未成年人小吉和小岫受“兄弟”邀约,多次伙同“兄弟们” 在江

北区实施盗窃行为,涉案财物价值共计 1. 4 万余元。
《检察日报》2019-02-11

上例采用倒金字塔结构,在文章开头就交代了两名检察官邀请人大代表一起到正在接受社区矫正的

未成年人家中进行“家访”的新闻事实,将时间“近日” 、地点“江北区” 、人物“小吉”和“小岫”等新闻

要素交代清楚。 接下来的一段,叙事者侧重对未成年人接受社区矫正的原因进行客观的描述,在案

例中让读者对“家访”的原因有深入地了解。
2. 故事模式:增强受众情感共鸣

李希光认为,“新闻学的本质是故事。” [19] 故事模式是指用讲故事的方式表现新闻,以增强新闻

的趣味性和感染力。 在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中,通常采取倒叙或者插叙的方式进行叙事。 一般会

先将结果阐明,然后再从头讲起,层层递进,通过冲突矛盾和高潮,引人入胜。 例如:
2016 年,刚满 17 岁的白小军给自己的帮派起名为“兄弟会” 。 一年后,他和“国安会”的“老

大”李兴……被法院判处 1 年 3 个月到 2 年 6 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他……擦拭着眼睛……露出胳膊上大块的纹身。

《法治日报》2018-01-21
上例中,叙事者以涉罪未成年人“白小军”一帮人被判刑为切入口,生动地讲述了他们如何一步一步

走向犯罪。 刚满 17 岁的“白小军” 加入了一个“ 帮会” ,还当了“ 老大” 。 他与其他“ 帮会” 的“ 老

大” ———“李兴”和“徐宝”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叙事者通过故事来吸引读者,激发他们

对整个案情的兴趣。 中间,还穿插了对“白小军”的行为、动作和状态的描写,比如“他擦拭着眼睛”
让我们解到“白小军”已认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危害性,而且“大块的纹身”与“白小军”擦眼泪形成

鲜明的对比。 这种故事叙事方法,从小处落笔,让受众在被新闻震撼的同时深思未成年人犯罪背后

的教育和法治问题,同时让作为受众的青少年引以为戒,走好自己的人生路。
3. 警示模式:引导社会共同关注

警示模式,即叙事者通过各种宣传符号传播一种价值观,引起社会关注,引发人们思考。 只有了

解舆论、善于倾听舆论,才能听到最真实的声音,在立法方面才能有的放矢。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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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某、徐某、何某……在辍学后成天无所事事……3 人一怒之下对其进行殴打……
据张云龙介绍……辍学未成年人在整个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占比超过 50%。

《法治日报》2018-01-07
上例通过办案法官的叙述,我们可以发现这涉案未成年人“朱某” “徐某” “何某”都属于辍学人群,而
且都处于失管状态。 叙事者注重对案件背后的社会问题进行追踪,通过“河南法院”关于辍学未成年

人在整个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占比过半这一数据,由表及里,层层深入,引发社会对辍学失管群体的

关注。
可见,不同的叙事模式体现了媒体不同的新闻理念。 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要求记者必须摆正自

己的位置,一方面承担起新闻工作者应尽的职责,另一方面体现媒体对未成年人的关爱,在对未成年

人犯罪新闻客观报道和人文关怀之间寻求最佳的平衡。 因此,媒体选用恰当的叙事模式决定了此类

新闻正确的新闻理念。
笔者对《法治日报》和《检察日报》 469 篇新闻报道进行了详细梳理,厘清此类新闻报道在微观

(叙事者) 、中观(叙事视角)到宏观(叙事模式)层面的叙事分类,构建此类新闻报道的叙事框架,丰
富对未成年人犯罪报道的叙事研究。

三、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的叙事策略创新及反思

《法治日报》和《检察日报》在新闻叙事框架下对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的叙事策略进行创新,
不仅能够体现媒体对此类新闻报道的媒介素养和媒介责任,还能利用媒介传播,提升社会对未成年

人犯罪现象的关注。
(一)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的叙事策略创新

不同于社会新闻,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作为法治新闻有其自身特点。 笔者根据前文对未成年

人新闻报道进行的叙事研究,将其规律归纳为三个方面:
1. 采用多元化叙事主体,增强新闻报道的客观性

在新闻作品中,“ 叙事者并不是从头到尾都在叙事,有时叙事的功能会转移到其他的人身

上。” [20] 在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中,新闻作品中的叙事者通常不止一个,而是由记者、公检法权威

部门、案件当事人等构成,多角度、全方位地对案件进行报道,实现文本信息充分、可信。 例如:
对于他们的成长史,记者了解到……
白小军说自己至今都不怎么去网吧。 “当网管那半年实在是在网吧看烦了。”
“预防青少年帮派和未成年人犯罪,必须从家庭教育……”王占军直言。

———《法治日报》2018-01-21
上例三个片段,叙事者各不相同,记者叙述“白小军们”的成长史,涉罪未成年人“白小军”叙述犯罪

背后的故事,办案人员王占军提出预防犯罪的建议,充分展现了“白小军”的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等,
还对人物的内心进行剖析,概括出“白小军们”的犯罪特点,整篇报道翔实、准确。

2. 巧用多角度叙事视角,增强新闻报道的可读性

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通过不同视角的切换,打破单一视角的局限性,使案件以立体的方式呈

现在受众眼前,既可以满足受众对未成年人犯罪信息的需求,又能增强报道的可读性与感染力。
例如:

“我对当时的行为感到非常后悔……”对着镜头,张某深刻地忏悔着……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张某……办案检察官考虑到张某是未成年人……该院决定对张某作相

对不起诉处理。
“……难忘……希望检察机关能够更多采用远程视频方式办案……”听证会结束后,管城区

人大代表吴晓芳通过微信向检察人员表示。
《检察日报》2020-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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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例中,记者首先从涉罪未成年人“张某”的视角切入,通过“感到非常后悔”等语言描写间接反映了

涉罪未成年人的心理状态。 然后通过办案监察官的视角切入,表达对检察机关人性化办案方式的称

赞;通过人大代表吴晓芳的视角,以“难忘”等多种评价作为落脚点,表达第三方对检察机关远程视频

方式办案这种创新办案模式的认可。 因为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叙述话语注重使用规范的法言法

语,法理性较强,而使用单一视角叙事会让文章的法理性太浓,缺乏可读性。 因此,在此类报道中多

采用不同视角叙事,以增强新闻的可读性。
3. 适用多样化叙事模式,注重媒体舆论的侧重性

叙事模式是指新闻采取哪种技巧进行叙事。 采取恰当的叙事模式,有助于提升新闻的传播力和

说服力,充分展现记者的采写能力。[20] 不同的新闻题材使用不同的叙事模式,如曾庆香将法制新闻

的叙事模式分为蜂巢型、菱型和钻石型。[17] 本文对搜集到的有效新闻材料的分析,将其叙事模式分

为“新闻模式” “故事模式” “警示模式”三类。 未成年人新闻报道可以将这三类叙事模式穿插使用,
突出不同的新闻侧重点,相互补充说明。 例如:

……邢台市隆尧县城在一夜之间七八个门市被盗……经查,这个低龄的犯罪团伙……实施

盗窃 40 余起。
“预防青少年帮派和未成年人犯罪,必须从家庭教育……多方面着手,缺少哪一环都不行。”

王占军直言。
再有几个月,白小军就要刑满释放了。 谈及今后的打算,他说想跟着父亲开车跑运输。

《法治日报》2018-01-21
上例中的第一段采用新闻模式对涉案人物“一个 1997 年出生的年轻人和三名 00 后” 、作案时间

“2017 年 12 月 17 日” 、作案地点“邢台、邯郸、石家庄等地” 及案件事实“盗窃 40 余起” 、作案结果

“被抓获”等做了全面客观的介绍。 随后,采用警示模式,针对“白小军”们犯罪,侧重对预防青少年

帮派犯罪提出可行性的建议。 最后,通过故事模式对“白小军”的心理、行为等进行描写,真实生动,
侧重媒体舆论的正面宣传,不仅将案件真相展示给受众,而且还能将社会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帮扶教

育体现出来。
(二)对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叙事的思考

新闻报道要把媒体责任和社会需求放在首位,尤其是犯罪新闻报道,不能只关注新闻中耸动、血
腥、离奇的一面,更不应把这作为卖点。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上升态势,媒体对此类新闻关注

度加深,但部分媒体却以“利益第一”为价值取向,导致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存在失范现象,这不得

不引起我们对以下两个问题的思考。
1. 媒体责任与未成年人犯罪报道的新闻价值

新闻媒体对于信息传播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和舆论引导权。 运用何种叙事视角、叙事方式进行报

道,将会引导受众如何看待新闻事件。 因此,新闻媒体要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报道未成年人犯罪事

件时:一方面,注意叙事视角的恰当选用,媒体既能向受众传递案件的真情信息,又能够保护未成年

人的隐私,不将个人或家庭信息以及犯罪细节过多披露;另一方面,媒体应通过不同叙事模式的转

化,使受众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未成年人犯罪事件的本质,将社会关心、救助教育放在首位,引导受众

思考并解决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问题,从而真正实现未成年人犯罪报道的新闻价值。
如《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的姓名、照片等信息在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中不能

公开,但有些媒体为博取眼球,赚取流量,不惜披露未成年人信息,刻意夸大甚至扭曲犯罪事实,这样

不仅不能实现教育和挽救涉罪未成年人的目的,而且不利于涉罪未成年人的回归,甚至对他们造成

“二次伤害” 。 《检察日报》和《法治日报》作为专业、权威报刊,在叙事方式上对未成年人信息保护方

面的做法就值得借鉴。 例如:
……小童在江北区某网吧做网管……用菜刀将小郑右臂砍伤。 基于小童是未成年人……

对其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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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日报》2017-05-14
上例中,我们只知道某网吧发生了故意伤害案件,叙事者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姓名、案发地点采取了模

糊化处理。 这里的“小童”虽然挥刀砍伤他人,但是其行为并未被当作“卖点” ,他的名字仅用“小”加

姓来表示。 同时,该报道坚持“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侧重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和挽救,避免

过度披露恶性刑事案件细节,避免其成为媒体和公众讨伐的众矢之的,同时做到有效避免犯罪模仿,
杜绝此类行为再次发生。

2. 社会需求与未成年人犯罪报道的实用价值

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的特性决定了这一类新闻在社会中的实用价值。 优秀的犯罪新闻报道

能够更深地从法规上、制度上对社会有所贡献。 因此,此类新闻报道在客观事实报道的基础上,选取

不同叙事者视角正面报道积极内容,多元化的叙事模式侧重社会帮扶与关心未成年人,可以实现未

成年人犯罪报道的社会实用价值。
如在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中,叙事者的叙事态度既要客观公正,又要侧重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帮扶。 一方面运用多元叙事主体客观公正地进行正面报道;另一方面运用不同的叙事模式侧重对未

成年人的关怀,满足社会对涉案未成年人帮扶教育的现实需求。 例如:
办案检察官胡红涛认为……为最大限度地教育和挽救涉罪未成年人……对王某作出附条

件不起诉决定,给王某……迎接高考的机会。
《检察日报》2018-06-13

上例中,一方面采用公开的叙事者———检察官胡洪涛的叙事视角进行报道,指出检察机关“最大限度

地教育和挽救涉罪未成年人” ,报道内容客观公正;另一方面,采用教育警示的叙事模式,报道案件审

判结果是为了“给王某……迎接高考的机会” 。 这类报道既体现了新闻客观陈述案件事实,又体现了

党和政府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挽救教育,实现了新闻在社会需求中的价值。

四、结语

论文以新闻叙事、叙事话语等相关理论为基础,以《法治日报》和《检察日报》2016—2020 发表的

469 篇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和量化统计法,从数量、来
源、内容、体裁、犯罪类型等方面对未成年人犯罪新闻进行了全面梳理,弄清此类犯罪新闻的呈现状

况。 同时,论文厘清了此类新闻报道在微观(叙事者) 、中观(叙事视角)到宏观(叙事模式)层面的叙

事分类,构建此类新闻报道的叙事框架,并总结归纳出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的叙事创新策略。 具

体表现为:采用多元化叙事主体,增强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巧用多角度叙事视角,增强新闻报道的可

读性;适用多样化叙事模式,注重媒体舆论的侧重性。 研究表明,媒体对未成年人犯罪新闻报道的叙

事策略,一方面增强了此类新闻报道的媒体责任,另一方面体现了此类新闻的社会人文关怀。
作为社会的特殊群体,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关系到家庭幸福、社会和谐和国家稳定。 以未成年

人犯罪报道的叙事研究为选题不仅具有法理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法治实践价值,有助于实现法制新

闻的社会功能、构建新闻话语并且有助于新闻话语的恰当解读。 《法治日报》和《检察日报》作为法

治新闻报道的领头羊,不仅专业而且权威,以他们为研究对象,可以进一步丰富对未成年人犯罪报道

的叙事研究。
(张美霞对文中材料搜集整理多有贡献,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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