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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传媒业界，所谓“媒体创意”现象早已是司空见惯的客观现实，但若要问什么是媒体创意，人
们却大多说不清楚。
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人们对其语焉不详，甚至有些疑惑，都是正常现象。
由于我们创办了一个媒体创意专业，所以也就时常有人向我询问，作为该专业的负责人，当然是回避
不了的。
　　从逻辑学的角度说，一个事物的概念可以分为内涵性的概念和外延性的概念，内涵性的概念是对
所指示事物的特征和本质属性的概括，外延性的概念则是对所指示的事物的集合的概括。
关于媒体创意，我们不妨把两者结合起来做一个界定：即创新性、创造性思维在传媒领域的运用，其
要旨在于因势而变、不断推陈出新，它是市场化时代媒介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手段，是传媒发展的第一
生产力；其基本内涵，指现代传媒面向市场需求和变化，在信息建构与传播和媒介经营与管理的各个
领域、各个层面、各个环节所采取的具有创新性或创造性的策略和构思——其视野开阔，内涵丰富，
涉及传媒运作的方方面面，对此，可简要地概括为创意传播、创意经营和创意管理三大领域和范畴。
　　为什么要进行媒体创意呢？
有人说是媒介竞争的产物，这当然没有错，但仅仅认识至此还是粗浅的。
其更为深层的原因，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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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尽管曾有四年的新闻广播工作经历，也经过一番充分准备，但在为媒体创意专业学生讲授《新闻报道
策划》课的过程中，仍感到是那样力不从心。
我尽己所能，翻阅了已经面世的策划类图书，认真加以研读消化，深感新闻报道策划早已是一门显学
。
研究专家之多，研究话题之广，研究力度之深，不亚于其他任何一门新闻传播学科。
这本教材就是在课程讲义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加工、细化的产物。
但教材完成后，顿觉压力陡增，自觉它离一本成熟的专业教材还有距离。
为使教材内容更为丰富一些，在编写过程中，也从其他的杂志和网站上引用了不少学者的观点和材料
，但限于时间及其他因素，可能有些未在注释中——说明，在此也一并致歉和致谢。
需要说明的是，这本教材的理论框架和内容设计始终都是基于一个考虑，即力图做到策划理论与新闻
实践的深度结合，为此加入了许多成功的新闻报道策划案例，尽管做得不尽如人意，却也可以算是一
种积极的尝试和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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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新闻报道策划概说　　研究新闻报道策划，深刻理解“新闻”一词的丰富内涵是其理论和
逻辑的起点。
究竟什么是新闻？
历来众说纷纭。
关于新闻定义的讨论，伴随着新闻学的研究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历程。
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国内外的专家和新闻工作者已经给新闻下了近200种定义。
　　第一节　新闻与新闻报道　　一、新闻定义的出现　　从词源上看，“新闻”一词在中国可以追
溯到唐朝。
初唐文人孙处玄就曾说过：“尝恨天下无书以广新闻。
”在西方新闻学的历史记载当中，1423年，苏格兰的詹姆士一世第一次使用新闻一词：“我把可喜的
新闻带给你。
”虽然新闻一词早已产生，但它不是我们今天严格意义上的新闻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都是模糊不清的
。
有学者认为，其本身的出现也是偶然因素在起作用，“新闻”作为现代意义的词汇被正式运用是在18
世纪资本主义发展以后，新闻能够从一般的信息传播分离出来，也仅仅是最近几百年的事情。
　　从信息的角度看，“新闻”概念的提出必须是人们的新闻信息意识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及因现实世
界中的新闻实践的要求在理论指导的情况下产生。
15世纪末和16世纪，社会的变革、资本主义的发展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人们急需了解方方面面
信息万变的环境以决定自己的行动，报纸的出现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需求。
其中，在报纸上出现的反映事物最新发展状态的新闻信息逐步上升为主导地位。
这时，人们的新闻信息意识被现代科技和资本主义逐渐激活，人们开始认识到新闻信息、言论信息和
广告信息等社会信息的不同，新闻的内涵和外延开始在人们的头脑中模糊存在。
随着工业化大规模地向前推进。
人们对新闻信息的需要也进一步加强，人们的新闻信息意识更加明朗化。
此阶段报纸也获得长足发展，从政蚩报刊向大众报刊过渡，报纸销售量增加，竞争激烈，每家报纸都
力图把受众吸引过来，而决定受众是否买报纸的因素是报纸能否满足他们的新闻信息需求。
这样，报纸有意地把传播新闻信息和其他信息区分开来，并把传播新闻作为报纸的主要任务。
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有些记者和编辑就提出了新闻的概念，最终，人们的新闻信息意识通过新闻
概念得以有效地予以表达。
　　在19世纪，美国大众报刊的创办者在新闻实践中形成了对新闻的一种发现：“如果以轻松活泼的
方式将新闻发表出来，那么新闻就是很有价值的商品。
”1835年创办《纽约先驱报》并被称为美国黄色新闻之父的詹姆士·贝内特提出，新闻是为商人和学
者以及工人和劳动者提供的。
在大众报纸的鼎盛时期，《纽约太阳报》的一位主编约翰，博加特别出心裁地提出了至今在各国新闻
界无人不知的新闻定义：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19世纪末，西方的新闻教育产生，新闻学也随之产生，但是他们所提出的新闻概念很少得到人们的承
认。
例如：美国的新闻学教师约斯特在1924年编撰的《新闻学原理》中提出，新闻是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
的事情的报道。
而这个时期在西方新闻界影响持久的新闻定义是《纽约先驱论坛报》城市版主编斯坦利·沃尔克提出
的。
他说，新闻有赖于3个“W”，即woman（女人）、wamPum（钱财）、wrong—doing（坏事）。
尽管博加特和沃尔克提出的两个经典定义的时间跨度几乎一个世纪，其间新闻传播手段、规模也有翻
天覆地的变化，新闻教育也得以发展，但是这种毫无学术严肃性的新闻定义始终在西方的新闻界占主
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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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定义不完全符合下定义的逻辑思维方法，夹杂了浓厚的个人主观色彩。
反常性、趣闻性、性、金钱和丑行等的定义内涵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报刊界定新闻的主要标准。
为什么这一说法长期被西方资产阶级报人作为选择新闻的标准？
从报纸编辑、记者的角度来看，他们主要服务于资产阶级商业性报纸及媒介机构，创造尽可能大的盈
利是商业报纸的主要目的，因此扩大报纸销售量是其追求的目标。
为了扩大报纸的销售量，猎奇、反常、趣味和刺激的新闻就成了报纸编辑和记者所青睐的对象，新闻
的个别特征被夸大，而本质的东西却被忽视了，这样，“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是新闻”等新闻定
义就被西方新闻业界人士所认同。
　　二、新闻定义的发展　　如前所述，尽管新闻定义的提出被渗透了过多的资本主义的商业性观念
，但是这没能阻止新闻定义的向前发展。
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社会种族关系紧张，失业人口大增，社会犯罪频发，人们对于那些耸人听闻
和肤浅表面的新闻已感到厌倦。
这一时期，高科技的发展推动了信息时代的到来，新闻媒介不再仅仅是报道新闻和反映舆论的工具，
而是面向全社会提供各种社会信息的大众媒介。
信息时代的到来也使人们用信息重新认识解读新闻这一概念，使得西方新闻界对新闻的定义和选择新
闻的标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例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麦尔文·曼切尔在其《新闻报道与写作》一书中提出，新闻是事件正常发生过
程中出现的突变信息，是正常状况的突变；新闻是人们对其生活做出合理决策所需的信息。
克蒂斯·丹尼尔·麦道格尔在《解释性报道》中提出新闻是对事件的报道，而不是事件本身固有的什
么东西。
虽然西方新闻学界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新闻概念，特别是以信息来解读新闻定义，但在新闻实践中，
以夸大新闻的个别因素而闻名的新闻定义仍然占据着指导地位。
　　就中国而言，1919年，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徐宝璜教授指出，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
最近事实也。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和理论家李大钊同志也提出，新闻是现代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
同一时期还有著名记者邵飘萍的观点：新闻者，最近时间内所发生的，认识一切关系社会人生的兴味
实益之事物现象也。
这一时期新闻定义的主要特点为：一是力图从社会大背景出发，找出新闻定义客观存在的内在联系；
二是没有从思维认识的深层次上揭示新闻的本质。
从当时的环境看，首先，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时，灾难深重的中国劳苦大众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对
刺激、色情、反常的新闻没有兴趣，人们急需的是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和对国情的准确把握以指导
革命的实践，而当时的报人抱着救国救民的态度，而不是为了报业的营利来定义新闻，所以当时这些
定义虽没抓住新闻的本质但也还算比较客观。
其次，当时各种救国救民思想盛行，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人们还不能有效地用马克思主义去认
识和分析各种社会现象，所以新闻定义的本质没有被发掘出来。
　　1943年，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陆定一同志提出了一个影响非常深远的新闻定义，即新闻是新近
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以他本人后来的说法，他的这个定义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唯心主义即“性质论”的东西。
在陆定一那篇1942年所写的文章《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中说得十分清楚：“抗战以后，参加
党的新闻事业的知识分子，乃是来自旧社会的，他们之中，也就有人带来了旧社会的一套思想意识和
一套新闻学理论。
这套新闻学理论，是很糊涂的，不大老实的，甚至是很不老实的，也就是不大科学的，甚至很不科学
的。
如果不加以改造，不加以教育，就会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就无法把党的新闻事业做好。
”这个定义主要是要解决当时新闻报道主体的政治立场问题，有它的特殊时代意义。
这一定义虽然也有不成熟的因素，但是它在当时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时至今日还被中国的新闻学术
界和业界不同程度地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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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人民大学新闻系的甘惜分教授提出一个新的新闻定义：“新闻是报道或评述最近的重要
事实以影响舆论的一种特殊的手段。
”复旦大学的陆云帆教授也提出批评，认为陆定一的定义不完全，并给出新的定义：“新闻是最近发
生或新近发现的事实的传播。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新闻媒介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人们开始认真反思革命以来中国所认同的陆定一的新闻定义，定义中“报道”的主观色彩使人们想到
了“文革”中新闻报道被政治所扭曲而变成了赤裸裸的宣传。
但是，由于对传统上指导共产主义事业的新闻定义的重新解释，使一些新闻媒介在报道上出现了脱离
马克思主义的舆论导向，直接导致了新闻媒介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起到了某种意义上推波
助澜的作用。
因此，20世纪90年代，陆定一的新闻定义又得到了新闻界广泛的认同，并作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理
论的一个重要概念被继承下来。
　　三、目前关于新闻定义的几种“说法”　　归纳梳理当前国内外新闻学术界关于新闻定义的一些
说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记录说　　这种观点认为新闻是一种记录，如新闻就是能
唤起受众、唤起人们的关心，进而教诲他们，鼓励他们，并使他们能够得到乐趣的一种对人类活动的
最适时的记录（华连）。
把新闻定义为一种记录，新闻就是有闻必录。
这类说法已受到世界上大多数记者的反对，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
新闻属于精神产品，是通过记者的思维、选择、分析、判断之后写出来的，不可能只是单纯的记录。
　　（二）事实说　　这种观点把新闻定义为一种事实：如新闻是最近发生的、能引人兴味的事实（
布莱尔）；凡是有趣味的事情，都是新闻（伦道夫·赫斯特、约瑟夫·普利策）；新闻是多数阅读者
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马达）。
在众多下的新闻定义中，持“事实说”者占相当大的比例。
但在新闻是事实的说法中，不同的定义侧重点又不同，有的以事实为中心，强调新闻是新鲜的事实、
重要的事实、有意义的事实，如徐宝璜的新闻定义。
也有的以受众或群众为重心，如范长江的定义就是以群众为重心。
“欲知”是指人民群众所关心的事物，这是从群众出发；“应知”则是从领导的角度考虑，群众应该
知道的事物；“未知”，记者还要考虑其未知的方面和程度。
角度不一，最后都归结到群众。
从群众的需要和从群众的观点出发，主要还是解决新闻报道如何才能得到群众欢迎的问题。
对事实说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这类定义建立在经验直观的基础上，把新闻等同于事实，事实等同于
真实。
它最大的弊病就是混淆了主客体。
事实是新闻的本源，没有事实就没有新闻；但事实并不等于新闻，新闻应是人对事实的反映，如果没
有人去认识、反映、报道、传播新近发生的事实，即使这个事实的新闻价值极高，也不能成为新闻。
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是客体。
而新闻是作为主体的人，作为感受者对客体、对客观存在的反映，显然二者不是同一个东西。
事实如果不被报道出来就不是新闻。
　　（三）信息说　　这种观点认为新闻是某种事实信息：如新闻是报道（或传播）新近事实的信息
（张国良）；新闻是新的事实信息（陈力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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