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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新世纪的新闻写作教学和新闻传媒工作提供的一本系统而又有创意的新教材。
它密切结合新闻工作实践，论述紧贴时代发展，实例新鲜典型，既有理论阐发，又有可操作性；“深
度报道和大特写”、“解释性新闻报道”、“通讯的发展历程与趋向”等篇章尤具时代感。
此次修订，增加了许多对当前不断变化的新闻写作的总结、研究和新闻教育中的最新成果，如，“新
闻报道的新意识”、“批评性新闻”、“相近报道文体”等；而“中外新闻报道及写作比较”、“国
际传播时代的新闻写作”等内容，更为新世纪我国的新闻传播教学和实践提供了一个国际视野的平台
。
    本书可供新闻传播系科学生、新闻爱好者作基础学习之用，也可作为新闻传媒工作者的培训、进修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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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胜林，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江苏溧阳人。
著有《新闻采访与写作教程》、《新闻通讯写作述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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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二节新闻本源与叙事寓意 一、新闻本源与新闻根据 要从事新闻报道，必须弄清新闻本源
。
新闻本源就是产生新闻的根源。
新闻的本源是事实。
事实是构成新闻的根本因素。
有了事实的发生、变动，才有新闻。
没有事实，就没有新闻。
 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闻界有些人把具有什么“性”，比如趣味性、阶级性、政治性等，作为新闻的
本源。
这就是所谓的“性质说”。
1943年9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总编辑陆定一的文章《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分析了
“性质说”的错误，认为新闻的本源是物质的东西，是事实。
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
“性质说”是新闻学理论中的唯心主义观点，会导致新闻报道中的主观主义倾向，为篡改客观事实、
制造假新闻提供理论依据。
由于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报道就必须尊重事实，反映事实的本来面貌，不能以自己主观想像的东
西代替或者改变事实。
把握新闻的本源，坚持事实第一性、新闻第二性的原则，正确处理新闻报道中事实与思想观点之间的
关系，是对新闻工作者的一项基本要求。
 在新闻报道过程中，还经常碰到新闻根据问题。
 新闻根据，即新闻发布的依据和契机，它是新闻报道赖以存在的决定因素。
新闻根据是新闻报道的前提和基础，一篇新闻报道一定要有新闻根据，若是没有新闻根据就不成其为
新闻。
具体而言，新闻根据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新闻报道必须以事实为依据。
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新闻的本源和基础。
因此，新闻报道必须“临事摭实”，每讲一件事、每作一个判断，都要货真价实，言出有据，一点也
不能虚构和夸张。
有一年，有人在长沙市某小学内发现一块大冰块。
这是事实，但是某记者不经科学验证就贸然断定这是“天外来客”，急急忙忙向全国发报道。
事后查明，这块5斤重的大冰块，既不是“天外来客”，也非“从天而降”，而是附近一家工厂在运
输生产用冰的过程中掉落了这么一块，被人捡起扔进小学院内的。
这样的报道缺乏新闻根据，败坏了新闻媒介和新闻记者的声誉，害人害己不浅。
 第二，新闻报道必须内容新鲜，在新闻时效范围之内。
新闻报道必须是人们闻所未闻的事情。
有位驻外记者发回一篇题为《饮用含氟化物的水有助于防止龋齿》的消息，新华社的有关专家看到后
当即指出：这篇报道缺乏新闻根据，因为我国早在十几年前，有的城市就在自来水中加氟以防止龋齿
，加氟的防龋牙膏也早已应市，而且国内也早有关于氟对防龋的作用及过量氟对人体的不良影响的研
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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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再版前言《当代新闻写作》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正式教材、传统教材。
它历经20多年的应用和反复锤炼，已日趋成熟和科学。
    “文化大革命”之后，在全国新闻界学习新闻采访写作知识如饥似渴、而新闻业务教材建设一片空
白的情况下，复旦大学新闻系应新闻界权威性刊物、人民日报主办的《新闻战线》杂志编辑部之邀约
，由周胜林主笔撰写了一系列新闻采访与写作知识讲座文章，在杂志上特辟专栏予以连载，署名“复
旦大学新闻系新闻采访写作教研室”，受到新闻学界及业界广泛欢迎和赞赏。
之后，几位老师把这些讲座稿汇集、修改、扩充，形成《新闻采访与写作》一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
于1984年11月正式出版，署名依旧。
这是“文革”之后全国最早的一本新闻业务教材，一时“洛阳纸贵”，一版再版，在全国发行20余万
册，在读者心目中成为经典性的教材。
20世纪末，新闻系教师修订这本教材时，继续扩充、修改，分成两本：《当代新闻采访》和《当代新
闻写作》，仍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其中，《当代新闻写作》1997年12月问世后，发行又达十几万册，在2003年12月至2004年2月中旬，短
短的一个多月中，被读者捧走6000册，平均每天100多本!因赶印不及，脱销了半个月。
    它被全国200多所大学的新闻传播院、系、专业作为教材，并成为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和新闻界各
类新闻业务培训的教材。
确实，一本有益、实用的教材，能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和专业、业余的新闻人才。
鉴于这种情况，本书作者又吸收其他大学的学者一起进一步充实、改写《当代新闻写作》，力求这本
重点教材完整、科学、与时俱进，不仅体现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而且能反映不断发展、革新
的新闻工作实践，特别是我国在走向国际化的进程中，媒体在新闻写作中的最新发展态势和最新成果
。
    《当代新闻写作》(第二版)就这样与大家见面了。
它内容比过去丰富，篇幅也比过去长。
教材主要供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本科学生所用，同时适合各种层次的人学习和参考。
大专学校可以学习其中的基本理论、常用知识，而把一些较深的探讨和历史的叙述等不作讲授，只供
阅读、参考。
而研究生和广大专业、业余的新闻人才，亦可各取所需，取其实用性或研究性的部分阅读、参考、研
究、总结。
    学习新闻写作，一定要重视实践。
要精读多练。
正所谓拳不离手，曲不离口，  熟能生巧，妙笔生花。
要勇于实践，勤于思考，善于总结，把书本上的东西真正变成自己的知识、经验和技能。
所以，本教材用了大量典型、新鲜的实例，以期帮助读者从中悟出规律性的东西和学有样板。
相信广大读者能从中得到启示和教益。
    本书实际上是集体的成果。
许多教师的教学实践是教材编写的基础和底蕴，广大记者、编辑的实践则深化和提高了教材内容。
在多年的编写、修改、提高的过程中，责任编辑、复旦大学出版社新闻传播学资深编辑顾潜编审一直
跟踪探索和研究，并作了精心修改。
出版社总编辑高若海编审也为之倾注了心血。
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时代在发展，研究无穷尽；希望广大读者不断提出意见和批评，使这本
教材更加完善，更加权威，为新世纪新闻人才的培养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  
者                                                        200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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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闻传播学通用教材:当代新闻写作(第2版)》力求完整、科学、与时俱进，不仅体现学科的基本理
论和基本知识，而且能反映不断发展、革新的新闻工作实践，特别是我国在走向国际化的进程中，媒
体在新闻写作中的最新发展态势和最新成果。
《新闻传播学通用教材:当代新闻写作(第2版)》可供新闻传播系科学生、新闻爱好者作基础学习之用
，也可作为新闻传媒工作者的培训、进修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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