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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学理和术用两个层面对新闻精品展开带有浓厚原创色彩的系统研究。
“新闻精品”是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事物，“新闻”和“精品”之间的关联性不强而使其成为一个
“矛盾”概念。
解决矛盾则产生第三种话语——此正是本命题之理论目标所在。
其应用性目标则出于应对媒体低俗化之需。
“低俗之风”在美国媒体由来已久，实为19世纪30年代后媒体转型之伴生物，至今而成痼疾。
中国社会于今转型，新闻转型亦在其中，他人教训应引以为戒。
应对之策有赖于新闻人文化上的“自觉”——媒体组织精品文化建设乃成一种良策。
由是而引入西方的社会性建构和组织文化理论，经本土化改造后，前者为本命题奠基，其思想内涵尚
且构成新闻精品理论的元素；后者则既属精品理论的一个成分，更为理论之实施搭建起运行框架。
    理论建构需要起点，以时空关系为框架进行概念溯源和现实定位势在必行。
以“新闻界的一般状况”为基点，以“新闻佳作”为新闻精品之元形态标本，进行历时性考察得知，
新闻精品之发轫期可大致锁定于马克思为《纽约论坛报》撰稿之1852年至“普利策新闻奖”设立
之1917年时段。
期间、其后，举凡中外新闻人杰如邵飘萍、拉塞尔(William H.RLissell，英)、里德(John Reed，美)者之
力作当属“精品”之选。
1979年后，中国先后设立的“全国好新闻”奖项和“中国新闻奖”为新闻精品概念之诞生营造了一个
适宜的氛围。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新闻精品字样开始出现在个别文献中。
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和人民日报社的“精品年”活动彰显了新闻精品的价值。
1999年，刘海贵教授专文论述，新闻精品概念出现。
作共时性考察可知，新闻精品以其“显度”、“深度”和“人文高度”卓立于报道之中，近则与获奖
新闻作品相融，邻则与“五个一工程”精品呼应，在一个优劣互鉴的媒体文化和信息经济的格局中与
焉共生。
    本书以概念建构化解矛盾。
在吸收前述成果的基础上，先对发展中的“新闻”和形成中的“精品”作定义梳理，后作逻辑推演，
导出新的定义：“新闻精品是指内容精确、体式精炼、有精神张力的新闻作品。
”新闻精品标准以学界的观点和政府的评奖标准为参照，设定为“一般新闻标准的超越”和“标准重
构”两种并行不悖的尺度。
    由概念而原理，是理论建构的基本取向。
新闻精品原理的内容为：(一)新闻精品的成因，其内因出自记者的社会责任感与“成名的想象”；外
因来自社会及媒体组织对“榜样”的认定和学界的“理想类型”建构。
(二)新闻精品的基本动力来自媒体文化与优性文化的互动。
媒体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包含着“中性文化”、“优性文化”和“劣性文化”。
媒体的文化“搅拌机”功能使其源源不断地炮制出各色文化产品。
新闻精品仅属其中一种。
(三)媒体组织文化是新闻精品生产的一种有效机制。
“媒介即是媒介”，此言意在提醒社会文化生产者应始终保持一种理性或自觉。
“媒介也是媒介组织”，这意味着媒体组织是文化的再生产者，对社会文化的质量有不可推卸之责。
因此，新闻精品生产，势必从媒体组织文化建设开始。
    媒体组织文化可以简单地被看做是对一个媒体组织在其运行中所形成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包括传统
、价值观和职业规范等的总结归纳。
它具有社会性、开放性、矛盾性和交互性等特征。
媒体组织的精品文化运行，基于其对产品价值即“产品在传播中体现出来的道德和审美意义”的认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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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在文化根基上把“低级趣味”的劳动排除在了价值的范畴之外。
以此为基础进行价值观建构，形成“新闻专业主义”、“优性文化导向”和“学习与创新”的精品价
值观。
它们通过制度文化的规范性功能去影响和协调人们的行为。
本书在厘清了制度文化与制度的渊源关系之后，注意到了传统的媒体组织结构正在从“官僚结构”向
“新组织”的扁平化和人性化结构转型的趋势，以此强调制度文化在当下媒体组织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
认为在新旧制度交替时期，可以将“精品团队”用做制度文化的载体，在精品制作中发挥作用，为此
特别介绍了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精品团队模型。
    新闻精品是内容、形式和思想性(精神张力)的有机统一。
行为文化的目标就是整合这三种资源。
“思想性”来自精品价值观，体现为三种精品报道理念：(一)彰显新闻价值，即实现“新闻价值最大
化”。
(二)引领社会进步，重在提升大众品位。
(三)强调和谐统一，主要指作品的内在和谐。
记者的道德品格和思维方法则是精品报道理念的保障体系。
前者所谓“道德文章”、“文品即人品”。
后者系指辩证思维和科学思维，即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看问题，用科学知识去弥补和修正事实中的
非理性因素。
“内容”涉及事实要素及其符号化建构，重在意义的建构。
而“叙述框架”是一种主要的意义建构途径。
“形式”集中体现为报道体式，对“新华体”的结构剖析表明，它堪称中国报道体式中的“理想类型
”。
    新闻精品是媒体组织文化的一种物化产品，也是一种重要的载体。
它承载的是媒体组织的精品价值观，是新闻人的心智和才智，是“理想类型”的逻辑上的“完善性”
。
本书在整合国内外最新研究成就的基础上，力图为精品新闻制作的各个环节均提供一种示范。
包括“新闻写作过程图式”、导语制作方式、导语一主体的关系模式、主体展开的两个范本、精品新
闻写作的整体程式等。
它们既属新闻精品的“理想类型”模式，也具有相当程度的可操作性。
    综上所述，本书基本完成了新闻精品理论的建构及其运行框架媒体组织文化的设计，达到了个人为
本命题预设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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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导论一、“新闻精品”及本命题之使命当代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说：“时代与时代之间，是
催生新事物的时期，也是巨大的机会时期。
时代与时代的交接中，一旦我们看到了前方的道路，我们就可以以个人和集体的力量来施加我们对时
代的影响。
请相信，我们正处在追求能生活得更美好的时代。
”①本书命题中的核心概念“新闻精品”，正可以用来印证未来学家这一伟大的预言：1999年，“新
闻精品”在经历了一个较短的话语调适期之后，被正式引入了应用新闻学的殿堂。
它显然是一个带有“时代间性”意蕴的“新事物”，同时也是一个我们“可以以个人和集体的力量来
施加影响”的“新事物”。
“新生事物是最有生命力的”，但同时也意味着是不完善的。
这两个特征在“新闻精品”身上尤其鲜明地体现了出来。
像奈斯比特所指陈的那样，它的生命力既来自“时代间性”的催生力，同时也来自我们在对“更美好
的时代”的追求中而急欲“施加影响”的一种冲动。
的确，“新闻精品”中是包含着新闻人对目前的新闻传播行为及其效果的一种重新审视和对一种理想
化的新闻作品形态的积极的、满怀激情的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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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精品新闻学:理论建构与媒体运行》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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