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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没有适合中国本土的新闻理论教材？
中国人民大学著名教授陈力丹所著的《新闻理论十讲》应该算作理想的一种。
    《新闻理论十讲》是一部颇具新意的教材。
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结构和体例的创新。
本书抛弃了以往教材所谓“严谨系统”的结构，以新闻理论关键词作为章名，以重要论断作为节名，
形成体例上的开放式系统，避免了对新闻理论刻板生硬的演绎和组织。
    其次，内容和观点的创新。
本书克服了以往教材说教和武断的观点罗列，提倡应用性的新闻理论，充分吸收了新闻实践和理论的
前沿成果，并借鉴了相关学科的理论，对于中国新闻实践颇具指导意义。
    再次，表达和传播的创新。
本书摒弃了抽象的论述，以漫谈和对话的方式表达新闻理论，直白生动，深入浅出。
书中的大量案例和图片，更增添了阅读上的快乐和理解上的便利。
    《新闻理论十讲》适合于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基础课程、非新闻专业通用课程，对于新闻业界人士
而言，也是充满智慧、极富启发的优秀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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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力丹，男，国家二级教授（文科最高级别），1951年2月出生。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传播所所长，新闻学院新闻学责任教授、传播学方向
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国际新闻界》月刊主编。

    197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
1976-1978为《光明日报》编辑。
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
1981-200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工作，1993年起为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2003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工作。

    1979年以来发表各类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成果800多万字，包括独著17本、论文200多篇、一般文章1500
多篇等等。
另外，独编著6本、合著、合编的书十几种。

    根据南京大学中文社科数据库（CSSCI）的统计数据，1998—2005年发表文章95篇。
2001—2005年被引用的篇数125篇，被引用篇次189次（排除自引），两个数据均居全国新闻传播学界
第一位。

    根据徐剑2006年1月发表的《基于CSSCI（1998—2003）的研究》，在全国新闻传播学界综合学术评
估得分520分，居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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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关于新闻的定义　九、新闻的特性第二讲  新闻价值　一、新闻价值理念得以产生的前提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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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新闻不真实的诸多具体原因　四、传媒对科学的误读第四讲  新闻客观性原则　一、客观性理
念产生的背景及发展过程　二、客观性首先是一种新闻职业理念　　三、客观性作为一种报道方式　
四、我国历史上一度存在的“客观主义”概念　五、我国新闻中较多的主观操控现象　六、新闻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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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能　一、一种泛化认识：传媒是舆论的表达者　二、从传媒与政治的关系，定性传媒职能　三、
关于传媒的四大基本职能　四、从传媒与经济的关系，定性传媒职能　五、从传媒形态本身定性传媒
的职能第六讲  新闻出版自由　一、宗教裁判所和世俗王权的书报检查制度　二、世纪两个载入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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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新闻立法的历史　五、新闻法的基本理念和应有的内容　六、我国新闻法难以出台的原因　
七、我国新闻实践中的“新闻官司”第八讲  新闻职业道德与职业规范　一、关于新闻职业道德的一
般理解　二、我国职业新闻从业者道德意识现状　三、造成职业道德缺失的原因　四、目前首先要做
的事情　五、目前普遍存在的违反职业规范的种现象　六、新闻职责忠诚的两个金字塔模式第九讲  
宣传学　一、宣传概念的历史和定义　二、宣传的几个特点　三、几种常见的宣传方法　四、宣传伦
理第十讲  舆论学　一、舆论概念的历史和定义　二、舆论的八要素　三、舆论的形成过程　四、舆
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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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讲 新闻——叙述事实一、新闻≠宣传新闻是什么？
一般说来，新闻是对客观发生的事实的叙述。
新闻传播的目的是让对方了解一件事，只要对方知道了这件事，新闻传播的任务就完成了，所以，新
闻传播的归宿是“受者晓其事”。
宣传比较复杂一点，宣传是运用各种符号传播一定的观点，以影响和引导人们的态度、控制人们行为
的一种社会性传播活动。
这就是说，宣传是要传播观点，它的目的是要影响和引导人们的态度、控制人们的行为，所以宣传行
为的重心不是接受者，而是传播者，它的归宿是“传者扬其理”，宣传者只要把想说的话说出来，任
务就完成了。
宣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宣传，一类是商业宣传。
在政治宣传中，观点的赞同者会积极接受这种宣传，而观点相左者，则会回避或抵制这种宣传。
这种情况在和平社会可能感觉不太强烈，我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对这种情况印象非常深刻。
当时我上中学，两派斗争也非常激烈，大家都去抢广播站的播音权，如果正好是我这一派控制了广播
站，广播站的大喇叭天天播着我这一派的声音，我走在校园里会感到扬眉吐气、非常舒畅。
过了两天，广播站可能被对立的那一派夺走了，广播站播送他们一派的声音的时候，我走在校园里恨
不能捂上耳朵不听。
在不同的政治观点的传播中，这种现象是非常明显的，观点的赞同者会越来越积极地接受宣传者的观
点，反对者会越来越抵制这样的宣传。
当然，接受者和反对者也会随着条件、环境的变化而转化。
商业宣传也是这样，只是表现形式不太一样。
需要某些商品的人会积极响应，但这样的人不太多，多数人因为与某个商品的宣传没有关系，很少会
主动接受这种宣传。
生活中，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当人们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个自己喜欢的电视剧的时候，它却不停地
插播广告，对此人们会非常烦。
因为它播的广告跟人们没有直接关系，人们不感兴趣。
这就是说，政治宣传和商业宣传只有人们感兴趣时才能产生效果。
为什么我们经常把新闻和宣传合起来说呢？
这是因为新闻和宣传都是一种传播行为，可以相互渗透，而且有交叉的地方。
宣传有很多种形式，通过传播新闻达到宣传的目的是其中一种，即使是最客观的新闻报道，也可以夹
杂宣传的成分，这个问题我们讲新闻客观性问题时再细说。
但是有一点我们需要确认：新闻和宣传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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