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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把重点放在消息的研究上，这对于现在大量涌入新闻业界门槛的新闻从业人员来说，是必要的
、及时的。
写作一条消息，每个字词的选择、每个段落的安排，都应认真掂量，凝聚作者的智慧。
但是现在传媒上的消息，多数太一般化、变成了一种套路。
“日前”新闻满天飞，误以为这是消息的“行话”；没有具体内容的“据悉”俯拾皆是，丝熟感觉不
到自己在说多余的话。
研究消息基本的“规定动作”，让这些“动作”成为职业理念，然后才谈得上“自选动作”，从必然
走向自由。
例如本书中谈到的华尔街日报新闻故事的写作技巧，就是建立在对消息规定动作基本要求基础上的。
    如今的传媒形态多样化了，新闻报道的文体要适应不同的传媒形态。
于是，一个新的新闻写作的研究领域得以开拓，这就是新闻文体的演变。
报纸消息、广播消息、电视消息、手机短信的消息，基本原理相同，但是文本结构和表现形式发生了
很大变化。
研究这种变化，是本书的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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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还必须对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作更高层次的认识。
虚假的新闻信息不仅造成受者的局部危害，更重要的是还会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推向灾难之中，这方
面的教训我们是深刻的。
论及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谈到1958年。
这一年，是中国新闻界的灾难年。
一开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中，就开始浮夸了，说苏联两颗卫星上天，“几十天
中间，把整个世界形势的面貌改变了。
”于是，中国也要放“卫星”。
人家放人造卫星，我们暂时还放不了，就放粮食“卫星”，放钢铁“卫星”。
于是，从6月份开始，中国放“卫星”开始了。
　　我们看当时的《人民日报》（1958年9月5日）的一篇报道——《广东穷山出奇迹一亩中稻六万斤
》：　　据新华社广州4日电：记者周方吻报道：我国一颗突破亩产六万斤大关的中稻高产“卫星”
，从广东省比较贫瘠的北部山区升起来了。
这是连县星子乡田北社的一点零七三亩中稻，共产干谷六万四千八百四十九斤二两六，平均亩产干谷
六万零四百三十七斤多。
　　这颗“卫星”的创造者，是中共田北社支部书记兼社主任涂明芳、副主任黄孟常、青年突击队队
长何经亮、副队长黄信宽和一百九十八名青年突击队员。
　　田北社位于南岭山脉的崇山峻岭之中，气候寒冷，土壤比较贫瘠，无霜期比较短，过去只种一造
中稻。
今年7月中旬，这个社在全国各地早稻不断放出高产“卫星”的鼓舞下，决定进行水稻高产试验，同
时也想争取时间多种一造秋薯。
在支部倡议和领导下，这个社组织了青年突击队，决定在敬母坳一块田中，把六十二亩二分田抽穗的
禾苗集中进行最高度的密植。
密植前先深耕一尺，施下基肥塘泥、草皮泥和绿肥等八千斤，牛栏粪五百担，和泥土拌匀又施茶麸十
担，草木灰三十担。
然后在7月18日实行最高度的集中密植，整块田共插下禾苗八十多万兜，一千多万株。
随后，他们对稻田的通风、送水、追肥、除虫作了巨大的努力。
8月30日上午，这块田开始收割。
三百多个青年突击队员和社员们猛干了两天一夜，才在31日下午收割完毕。
　　9月3日晚，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和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向田北社的人民发出联合贺电，赞扬他们破除
迷信和大胆试验的革命精神。
　　这只是那个年代许许多多新闻报道中的一篇。
在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报纸上的新闻一个主调就是：浮夸。
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　　有亩产稻谷13万斤的，有亩产小麦12万斤的，有亩产玉米3万斤的，有亩产山药120万斤的，有
一个南瓜1000斤，一棵白菜500斤的，有生猪一天长14斤的，有平炉一日炼钢700吨的。
媒体的这次浮夸，付出了血本：新闻报道由此一时变成假话的代名词，人们不再相信报纸；国家由此
被引入经济崩溃的地步，随后几年的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粮食、副食和日用品供应十分紧张，人民
生活十分困难。
更有甚者，国家的政策、人们的思想，由此出现紊乱，贻害若干年。
当然，我们不可将这一时代劫难的责任完全推给新闻媒体，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媒体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闻报道写作通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