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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的任何传播形象都离不开人与事，事的传播也是由人主宰的（当然，有的大自然的现象除外
）。
那么，关于人物的新闻，或者叫做人物新闻就至关重要了。
　　这部《人物新闻的采写与解读》是关于人物新闻采访、写作、传播技术层面图书。
在我看来，这是采访、写作、传播人物新闻的实用手册。
因为，在这部新闻理论著作里，除了比较前沿的理论概括与具有辩证逻辑的论述外，还有具有实战性
的操盘技巧和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人物新闻的采写与解读》这部著作，还有中外人物新闻的名篇赏析。
其中大多数是获普利策新闻奖、中国新闻奖等世界各国优秀人物新闻作品。
对这些经典作品的点评鉴赏文字都很精到且具有指导性和实用性。
在这部著作里给人物新闻下定义是：人物新闻是对具有典型意义的和新闻价值的人物进行的报道。
既然如此，典型意义和新闻价值就成为人物新闻的关键词了，也就是说，人物的典型性和人物的事迹
的新闻价值是人物能不能成为新闻、传播在新闻受众的时候能否经受住考量的重要的一点。
为此，这部著作都做了诠释和具体的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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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人物新闻的采写与解读》是关于人物新闻采访、写作、传播技术层面图书。
在我看来，这是采访、写作、传播人物新闻的实用手册。
因为，在这部新闻理论著作里，除了比较前沿的理论概括与具有辩证逻辑的论述外，还有具有实战性
的操盘技巧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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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是用辩证的观点研究时弊。
即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分析研究时下社会上的恶习、不良倾向，甚至是有违法律、道德的生活习惯和社
会活动。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有些弊端并不代表社会主流，虽然大有蔓延趋势。
一定要看到另一端，好的一面，这样，提炼主题时才能认清什么是社会主流和本质，才能扬善抑恶，
正本清源。
　　二是用鲜明的立场对待时弊。
一个记者，无论采取什么报道形式、采取什么手法，都要立场鲜明，态度端正，不可模棱两可。
尽管你采用客观手法，尽管你不发表评论，但你的基本立场会通过事实的选择体现出来，你的新闻主
题也会让新闻受众一览无余。
所以，提炼主题，必须首先要旗帜鲜明，对时弊的抨击要不失时机。
三，记者的思维要大中取小记者的思维要大中取小要求记者在一个大的题材、大的问题面前，选择一
个小的侧面、小的内容进行采访的方法。
大中取小一定要在宏观事实的基础上，根据本媒体传播特点，采访那些既有新闻价值，又是一个侧面
内容的事实。
编辑部向记者交待的采访或报道提示，只是从宏观角度提供的思路，可谓“大”，面对一个大的事件
，可以是一个国家大事，也可以是一个省级大事，但是，能从这个“大”的角度，泛泛而采而报吗？
不能。
这就需要我们大中取小，从宏观意识和背景下，取一个“小”的突破口进行采访和报道。
　　大中取小的思维方法在运用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不能以小代大。
在具体运用题材时，以一当十，但在采访时，不能只采“小”的事实，而忽略“大”的事实，“大”
是背景，是“小”的依托。
　　二是不能以偏概全。
“取小”时，不能取偏而概全，做到小而不偏，要小而正，小而见大。
　　三是采访取“小”时，不是指采访细节，是指小的新闻事实，不能以“细”代“小”。
四、记者的思维要注重同中察异记者同中察异的思维采访要求记者在相同的题材寻察和选取相异之处
。
同中察异的思维要求记者在选择采访题材或采访对象时，在众多相同中发现和体察出不同之处，即发
现个性的问题。
世上万事万物都按自身发展规律进行，都有其各自特点和个性。
绝不能划一类同。
那么，在同类比较中，发现相异之处，不仅是人们观察事物的思维方法，也是记者选取采访题材的技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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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物新闻的采写与解读》：人类的任何传播形象都离不开人与事事的传播也是由人主宰的那么
关于人物的新闻或者叫做人物新闻就至关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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