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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于新闻评论，中外前辈和先人已经留下许多名言和妙喻：社论（评论）是报纸的灵魂、心脏、
旗帜、眼睛、宝塔尖、发声器、生命线⋯⋯　　对于自古就有论说传统和“意见取向的新闻事业”居
于主导地位的中国来说，新闻评论长期以来极受推崇。
在19世纪中期以来的百年新闻界，政论家几乎就是名报人的别称：王韬、康有为、梁启超、于右任、
张季鸾、王芸生等人让我们心潮澎湃的，大抵就是这样的新闻遗产。
可见，“意见取向的新闻事业”大体就等于“政治家办报”和“文人办报”。
　　在“意见取向新闻事业”的发源地法国和其他欧洲拉丁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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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体例新颖，案例丰富，点评精彩。
编者不仅是高校新闻评论教学一线的学者，还曾做过多年的媒体评论员、时评专栏作家，积累了丰富
的新闻评论写作经验和教学案例。
全书在系统全面阐述新闻评论的基本理论、写作规律和操作规范的同时，配插了大量的案例和案例评
析，有利于系统训练新闻评论实战写作和编辑能力。
　　本书古今中外引经据典，内容丰富，资料翔实。
全书既反映了中国近代以来新闻评论形式演变的基本趋势，也反映了最近十年来当代中国新闻评论的
迅猛发展的崭新图景，还在社论、言论版等多个重要章节中，通过对中外新闻评论不同的操作规范、
表达方式的对比，为学习者提供了开阔的认识视野。
　　书后（封三）配有学习卡，其所指向的网络课程和案例资源库，有在线交流和不断更新的功能，
读者可以获得比教材更为丰富的在线学习资源。
　　本书既可作为高校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等专业本科、研究生教材，也可供
新闻从、业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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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新闻评论史看新闻评论的演进一、从“论说”到时评二、从传播思想到判断事实第二章　新闻
评论中的观点第一节　观点、论点的辨识一、从内容上看二、从文本内部的相互关系看三、从写作的
角度来看第二节　论点的表达形式是判断第三节　论点中的判断分类一、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二、具
体判断与普遍性判断第四节　论点的要求第三章　新闻评论中的事实第一节　评论中新闻事实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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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一、并列结构二、递进结构第四节　新闻评论的节奏第六章　新闻评论的选题第一节　选题的
性质与过程一、选题的对象是要评论的事件或问题二、选题的过程是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三、选题是
对媒体定位与受众需求契合点的寻找四、选题是作者的认识结构与新闻事实之间的契合第二节　选题
的类型一、事件性选题二、非事件性选题三、周期性选题第三节　选題的标准与经验第七章　新闻评
论的标题第一节　新闻评论标题的基本要求一、效率性的要求二、表现性的要求第二节　新闻评论标
题的演进与类别一、评论标题的演进轨迹二、新闻评论标题的分类第八章　新闻评论的语言与文风第
一节　新闻评论语言的一般特征一、作为议论文体，新闻评论区别于其他文体的语言特点二、作为新
闻文体，新闻评论区别于其他议论文体的语言特点三、当前新闻评论语言面临的问题第二节　新闻评
论的语言风格第三节　新闻评论文风的变化第九章　社论第一节　社论的制度性特征一、代表媒体而
不代表个人二、选题、写作都有固定的机构与程序第二节　“社论时评化”的历史过程第三节　中西
社论的对比一、数量——题材——类型的差异二、论述风格，语言风格的差异第十章　言论版第一节
　言论版概述第二节　言论版的构成要素一、社论二、内报头三、读者来信四、个人专栏五、问题讨
论六、图像第三节　言论版的内在关系与特征第十一章　新闻述评第一节　在开阔的视野中理解新闻
述评第二节　从发展源流看新闻述评的功能、特征第十二章　广播电视新闻评论第一节　关于电视评
论的认识问题一、电视评论能否表达理性认识？
二、“电视评论”的标准与划分电视评论形态的标准第二节　电视评论的类型一、主持人评论二、参
与（交流）式评论三、电视述评的繁荣与危机第三节　广播评论的特征一、“类交流”的语言特征二
、口语化的文稿写作三、多要素构成的音响特征四、即时交流的动态特征第十三章　网络新闻评论第
一节　网络新闻评论的价值、标准和教学内容一、网络新闻评论的价值二、网络新闻评论的标准三、
网络新闻评论的教学内容第二节　网络新闻评论的形态及功能一、重大新闻事件的主题论坛和日常的
新闻跟帖二、BBS论坛中的主帖与跟帖三、网络评论专栏四、以“专题”的形态集纳的评论五、以实
时对话形式展开的评论第三节　网络评论写作的影响因素一、网络技术、资源对网络评论写作的影响
二、网络环境的阅读节奏对网络评论选题的影响三、网络人际环境对网络评论风格的影响第十四章　
新闻评论的伦理第一节　新闻评论的伦理责任一、新闻评论的伦理责任基于其影响力二、新闻评论的
伦理责任体现在媒体的评论制度、写作者的个人行为和具体评论作品三个方面三、新闻评论的伦理责
任体现在具体情境中的审慎判断第二节　新闻评论的伦理问题一、文本之外的伦理问题二、文本中的
伦理问题参考书目报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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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新闻评论的基本规律　　第一节　新闻评论是认识与意见表达的文本　　一、特定的认
识与普遍的表达　　程仲文先生在1947年出版的《新闻评论学》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美故大总统
罗斯福死后，透露出一项消息说总统有一个遗志，即：他预备在任满下野之后办一张报纸，内容将为
不刊评论而仅载消息者。
这是件值得研究的事情，罗斯福总统作为伟大无比的政治家，为何办报时却不重视发言的评论呢？
问题的答案是一个国家的人民，文化水准高，政治意识浓厚，新闻纸的评论价值便降低，甚至可能使
新闻评论成为多余的，非但民众会觉得报纸自言自语，而且还会说你强奸民意。
”因此，他提出了一种可能：“报纸会演变到没有评论的方向去”。
　　这个预言会不会成真呢？
从新闻评论的发展势头上看，特别是从新闻评论在当代所体现的社会功能上看，当然不会。
因为评论，除了是媒体自己表达观点见解的途径之外，它还是人民七嘴八舌发表见解的方式。
人民水平再高，也不可能见解一样。
只要见解不一，就有评论存在的价值。
评论存在的根本，不在人的水平和理解能力的高低，而在于人的观点和意见的不同。
不同永恒存在，评论就永恒存在。
　　新闻评论是新闻体裁中重要的一类，它表达人们对新闻事件的判断、对由新闻引发的各类社会问
题的思考。
一篇好的新闻评论，既反映作者认识问题、把握新闻的能力，也反映其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有效率地表
达观点的能力。
这样的能力，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应具备的，也应该是现代公民素质的一部分。
　　新闻评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不同于新闻报道。
它之所以产生、存在和发展，是因为人们不仅需要通过新闻媒体了解新闻事实本身，也需要通过新闻
媒体了解新闻事实的意义、其产生的原因及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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