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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初版至今已有五年，六次印刷印数共达18000册。
不仅是书中原有的不足之处，即使是大部分正确的地方，也应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评论写作的
进展，作些修改和补充。
　此次修订，除对全书内容进行全面订正外，有的章节几乎全部推倒重来，有的做了结构性调整。
全书原有九章，现在增补为十一章，原有第六章的第六节删去。
　孙劲松同志参与了本书的修订工作，其中新增补的两章：第七章新闻述评，第十章网络言论，约5
万字，完全由孙劲松同志撰写，为本书增色不少。
　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责任编辑钟仲南先生的热情帮助，有了他的帮助和支持，本书的初版、修订版
才得以和读者见面。
　　　　　　　　　　　　　　　　　　　　　　　　　　　　　　　　作者于杭州艮园　　　　　
　　　　　　　　　　　　　　　　　　　　　　　　　　　　　2003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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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闻评论包括报纸评论、广播评论、电视评论和通讯报评论。
新闻评论既是新闻文体又属于广义文范畴。
它是现代各种新闻媒体普遍运用的社论，评论员文章、短评、编者按语、专栏评论、述评等文章的总
称。
　　新闻评论学是一门政治性、实践性很强的科学。
从内容看，它大体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新闻评论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规律，二是新闻评论工作的基本原
则和方法，三是新闻评论写作的基本技巧和方法。
其中的重点是新闻评论写作，因为新闻评论写作，不仅是新闻系大学生必须学好的新闻业务方面的基
础课，更是工作者都应掌握的一项基本功。
学习新闻评论学的目的是：了解新闻评论的地位、特点和作用，了解新闻评论主要体裁的基本知识，
掌握新闻评论写作的基本规律和写作技巧与方法。
学习新闻评论知识是为了指导评论工作和评论写作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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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兴华，浙江黄岩人，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现兼任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新闻系执行主
任、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人文科学系主任。
长期从事新闻理论与实务的教学和研究，已公开发表各种学术论文50多篇，出版专著《宣传学引论》
（1994）、《新闻评论学》（1998）、合著《新闻学概论》（1995）、《中国散文发展史》（1996）、
《范文正公选集释注》（1997，台湾三民书局）等。
参与编撰《古文鉴赏大辞典》等辞书七种。
近年来涉及广告学理论研究，有《大众传播功能和广告真实性》、《宣传工作的一些理论问题》等论
文选入《中国广告年鉴》等。
主持国家教育部研究课题《新时期新闻人才培养模式与实践研究》，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省级一等奖。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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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闻评论的群众性，首先要求它的内容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和最感兴趣的，是同人民群众的切
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又是能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的。
报纸要密切与群众的联系，它的内容必须要“反映群众的情绪、生活需求和要求，记载他们的可歌可
泣的英勇奋斗的事迹，反映他们身受的苦难和惨痛，宣达他们的意见和呼声”①。
其次，新闻评论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要使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读者听众，一读就懂，一听就明白
。
如果新闻评论工作者真正按刘少奇同志所说的，做到把群众真正的思想搞清楚了，能“把人民的心里
不敢说的、不肯说的、不想说的，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反映出来”①，但是仍然不能使人民群众一看
就懂，一听就明白，那也是白费事。
因此，新闻评论在论述的方式和形式方面，在语言的使用方面，都应当符合广大群众的特点和需要，
尤其要注意它的受众群的特点和需要，尽量照顾他们的兴趣和爱好，使他们能很有兴趣地阅读和听取
新闻评论文章。
再次，还要求编辑部和评论工作者，尽量吸引广大的人民群众来关心新闻评论工作，直接参与新闻评
论的写作。
也只有评论作者的广泛参与，才能使评论文章表现出良好的文风。
“除了编辑部自己努力以外，我们请求作者们在给我们稿件的时候，也务必注意到广大读者的呼声，
尽量把文章写得有条理，有兴味，议论风生，文情并茂，千万不要让读者看了想打瞌睡。
”③评论作者的广泛性，是新闻评论群众性的体现之一。
80年代以来，我国各种报纸刊物开设的一些专栏，如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闻评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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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