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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新闻评论美学的角度切入，立足于现当代经典评论篇目的解析，着力关注近年来形式活泼而质
量上乘的评论文字，并结合作者本人20年来的评论实践，评析新闻评论的距离提升、氛围营造、新旧
转换、逻辑力量等美学特色。
给初学评论者入门的启迪，给新闻专业学生和媒体从业者提供系统的写作思路，亦可作为百年新闻评
论名作的欣赏导读。
     作为一个现代人，你无法拒绝传媒。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里，传媒是不可或缺的文化事项，它带给我们新的信息、新的知识、新的视野
、新的动向、新的娱乐⋯⋯ 新闻评论是媒体针对新闻事件所作出的迅疾的、深入的、标志着深度和高
度的评论，是表现媒体立场的重要姿态．是媒体发出的自己的声音。
新闻评论激浊扬清、伸张主义，引导舆论、追求真理的职责使其日益成为新闻传播的龙头，而时下集
采访、写作、编辑于一身的媒体运作形式又奠定了新闻评论在新闻专业中“基本功”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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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立民，男，湛江师院新闻系主任，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新闻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先后承担过联合国教文组织下达的教学项目(中文趣味教学)、中国青年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中
国乡土小说史》)、国家九五重点图书(《中国乡土小说史》)、中州古籍出版社重点图书(《中华别称
类编》)等的编写。
参撰《中国新文学史》等专著十余种。
在((中国电视》、《中国广播》、《文艺报》等报刊发表论文和译文60余篇．在《光明日报》、《中
国文化报》等几十种报刊发表各类评论5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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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 新闻评论美学及其现代性要求第一章 非常社论：泪流满面的时代与激情　一、背景的特殊性和
浓厚的情感色彩　二、临近性——时间的特殊和事件的重大　三、整体性——媒体自己的诗化的声音
　四、深刻性——历史厚度与人文关怀的统一　五、开放性——响亮的正义感和号召力第二章 朝花夕
拾：“第一个卧底记者”的启示　一、“旧闻评论”与新闻评论的转换　二、“总把新桃换旧符”：
从已有定评的“旧闻”中“发掘”新闻　三、“江湖有梦追前事”：从新近披露的“旧闻”中“发现
”新闻　四、“细腻风光我独知”：从司空见惯的“旧闻”史料中“切入”新闻　五、“不能忘却的
纪念”：从尚存温热的“旧闻”复习中“强调”新闻第三章 同题作文：“肉味”和“水味”的道义含
量　一、同题对比之中的大是大非　二、题在同一时间的不同事件　三、题在同一事件的不同角度　
四、题在同一角度而不同人物　五、题在同一人物的不同表演第四章 以小见大：从“风月”中发现“
风云”　一、评论与新闻事件距离的“有限拉开”　二、找到“引人人彀”的切入点　三、站稳“危
言耸听”的立足点　四、训练敏感度和洞察力　五、保持“水到渠成”的逻辑联系第五章 借鸡下蛋：
别人的酒杯与自己的块垒　一、借鸡下蛋：引用与转述的美学　二、吃到一只苍蝇：当事者说　三、
唱给雪山的歌：知情者说　四、常识是如何背弃的：档案材料说　五、“绝对碰伤”：古今中外说第
六章 机智诡谲：智慧包容与逻辑狡黠　一、深刻而机智的“狡猾”笔法　二、命题的嘲弄和反讽　三
、思路的多变和机警　四、行文的夸张与诡谲　五、结论的奇警与智慧第七章 逆向思维：其实你不懂
它的心　一、新闻评论的另一种逻辑走向　二、钢铁是怎样没炼成的：挑战“从来如此”　三、万幸
，刘利民“没有授过衔”：设想“即便如此”　四、正是走狗的活写真：咬住逻辑漏洞　五、我们“
保护”环境?：试着倒过来想想第八章 “透骨到底”：论时事何必留面子　一、鲁迅风：论时事不留
面子　二、“一针见血”的“揭短”　三、“请君入瓮”的嘲讽　四、层层紧逼的递进　五、理直气
壮的诘问第九章 “颠扑不破”：归谬的力量与技巧　一、“战无不胜”的论辩魂灵　二、第一人称现
身说法　三、口语化的自我辩解　四、夸张色彩与反讽效果第十章 “十全大补”：罗列的设计与必要
　一、传统与现代结合的评论形式　二、多事一议的集中性　三、一事多议的发散性　四、议论合一
的直接性　五、添加增补的连续性第十一章 异体讲述：用诗把新闻再写一遍　一、语言转换特色与政
治文化背景　二、仿古——国粹的现代演绎　三、追星——流行歌词的流变　四、还童——儿歌小调
的魅力　五、入戏——词曲解放的“混账”　六、创新——韵文的“新编”与“杜撰”第十二章 现身
说法：陈丹青出走我们都有责任　一、个人经验与新闻评论的结合　二、提示型：南都“街谈”的启
示　三、自责型：我们都有责任　四、佐证型：想起了佑安医院　五、问世型：孙志刚替我而死　六
、骂世型：新国粹的姿态第十三章 立此存照：你究竟为何感动?　一、照相：点评或无评的评论　二
、镜头组合：你究竟为何感动　三、纪实特写：大跃进倡议书　四、连环漫画：车文明与否　五、图
片解说：立此存照　六、亲密合影：互相推举的特写　七、快速摄影：没有不⋯⋯　八、真假拼接：
消息与传闻第十四章 音画时尚：亮丽蓝领与“吉烟现象”　一、评论：从平面拓展到音画　二、声音
的力量：“蓝领”、“白领”同样亮丽　二、画面的魅力：“吉烟现象”的鲜活再现关于新闻评论的
断想——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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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一个满目悲剧的时代过后，却被后人视为喜剧，说明悲剧仍在继续。
如今二十多岁的一代人，对“文革”的认识很多时候往往只限于历史教科书上非常简短的两个自然节
的内容，或者只是浓缩成几个名词：“5·16通知”、“二月逆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文攻武卫”、“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粉碎四人帮”⋯⋯对文革里的许多细节和不
为人知的史实了解甚少。
随着时间的推移。
没有上一代人的提醒，他们将会淡忘了“文革”给整个民族带来的创伤。
居然还有人开起了“文革”的玩笑。
凤凰台《鲁豫有约》节目里面讲到：“文革”期间挨批挨斗的老人经受许多灭绝人性的用刑，惨烈至
极。
作家金敬迈因为经受不起折磨，曾经自杀过很多次，其中有一次是用刀把喉咙割开，鲜血淋漓，怕被
人发现，也不敢叫出声来——旁听的学生们吓哭了，他们不敢相信。
在此背景之下．评论员就从“穿衣戴帽”的“小切口”撕开了一个大得不能再大的裂口：历史呼唤沉
思！
历史不容忘记！
　　新闻评论和新闻事件距离的“有限拉开”，即行话里说的“切口要小”，不仅给评论员提供了驰
骋的空间，亦为读者对事件背后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理论意义的理解进行了“导读”。
重要的是拉开距离之后的评论手法，“以小见大”就是依靠“深挖”、“联想”或“对比”等手段，
从比较小的新闻事件里找到一个“引人人彀”而“别有洞天”的切入点，进而提醒受众关注一个“事
关重大”的“原则问题”。
　　1984年底．中国银行同意向苏联提供200万美元的贷款。
在动辄上千亿美元的国际金融事务中，这件事情的确不大。
可法国《费加罗报》（1984年11月14日）的评论员却作了题为《中国不但贸易顺差而且是金融大国》
的评论。
其中说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即中国银行最近同意向苏联提供200万美元贷款。
这笔贷款的数据小得不值一提。
　　如果认为这是莫斯科的和平鸽衔给北京的橄榄枝。
或者是北京鸽衔给莫斯科的橄榄枝，那岂不是天真甚至简单的看法吗？
如果是那样，在提供贷款过程中又何必拐那么多弯？
　　为什么给苏联贷款？
问题的答案之一（我们倾向于这个答案）是：中国银行想通过此举表明，苏联斤斤计较地向北京盟友
提供帮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中国现在不但是外贸顺差国（自1980年以来外贸一直是顺差），而且已是一个金融大国（其外债微乎
其微，只有30亿美元）。
中国拥有黄金外汇和外汇储备共200亿美元，相等于英国的黄金和外汇储备。
鉴于中国幅员辽阔，这个数字是不大的。
所以中国要向日本和世界银行贷款。
　　但是，中国也向一些西方银行提供贷款（按市场利率）。
这些贷款一般是短期的，数字不下百亿美元，而且，中国还提供为数不多的中期贷款。
是否应该认为，中国提供的这200万美元贷款是一种中国的略带一点残酷的幽默？
（1984年11月14日法国《费加罗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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