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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十一编，主要内容包括：基础理论研究；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民主政治与舆论监督
；危机传播与灾难报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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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天策，重庆永川人，文学博士，暨南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媒介批评研究中心主任，中
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副会长。
2008年先后入选广东省“千百十人才工程”省级培养对象、新闻出版总署“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
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先后主持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教育部、广东省社科基金项目、广东省高校高层次人才项
目、广东省两校重大攻关项目及横向课题十余项，发表论文l80余篇，出版《传播学导论》《新闻传播
学论稿》《中国报业的产业化运作》《网络新闻传播学》《新闻·公关·广告之互动研究》《消费时
代的中国传媒文化嬗变》等论著，主编《中外媒介批评》学术集刊。
先后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项、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项、广东省新闻教育最
高荣誉金钟奖，先后获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中国传媒大会“2001—2010中国传媒思想人物”等
荣誉称号。
2006—2011年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主持工作，先后领衔创建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
动站、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广东省重点学科、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学科专业平台，为
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建设作出出多项突破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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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论
第一编　基础理论研究
第二编　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
第三编　民主政治与舆论监督
第四编　危机传播与灾难报道
第五编　传媒与文化
第六编　媒介批评研究
第七编　媒介批评文章
第八编　新闻业务探讨
第九编　广东传媒透视
第十编　新闻传播教育
第十一编　序言书评
附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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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此可见，所有的新闻价值要素都是可变的量度指标。
这就意味着：对新闻价值的每一个要素，我们都可以进行语义程度上的区分，比如重要性可以区分为
非常重要、相当重要、比较重要、有点重要、不够重要、不重要，新鲜性可以区分为非常新鲜、相当
新鲜、比较新鲜、有点新鲜、不够新鲜、不新鲜。
同样的道理，如果真实性是新闻价值的要素，那么它也应当是一个充满了变化性的测量度，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将其区分为非常真实、相当真实、比较真实、有点真实、不够真实、不真实。
然而，谁都知道，新闻的真实性所要求的是完全的真实，在真实性的程度上不能从百分之百逐渐降低
到零，或者从零增长到百分之百。
这个推论显然是十分荒谬的。
按照反证法的原理，先假设一个命题成立，结果却推出一个荒谬的结论，那么就证明了这个命题不能
成立。
因此，笔者认为，把真实性归属于新闻价值要素，是不能成立的，当然也是不科学的。
　　在阐明了真实性是新闻工作准则而不是新闻价值要素之后，我们不得不面对真实性是不是新闻的
特征这个问题。
就笔者所见，除了极个别论著没有把真实性作为新闻的特征以外，绝大多数的新闻理论著作都把真实
性作为新闻的基本特征，而且是首要特征。
然而，把真实性作为新闻的首要特征，不过是一个因袭已久的说法，究竟科学不科学，还需要学理上
的证明。
　　新闻的特征有哪些？
学者们有不同的回答。
李良荣教授认为，“新闻与生俱来的基本特点是两个：一是真实，二是新鲜，由此而延伸出新闻报道
上迅速及时的要求。
”黄旦教授认为，“新闻是信息，信息并不都是新闻，新闻信息具有自己的独特性。
这就是：真实、新鲜、公开、重要。
因此，如果问什么叫新闻，完整的定义应该是：新闻是被及时、公开传播的新近发生的重要的事实信
息。
”②郑保卫教授根据陆定一“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个定义，将新闻的基本特性概括为以
下四个方面：（1）真实性，（2）新鲜性，（3）及时性，（4）公开性。
并且认为，“除了上述四个特性外，新闻还具有广泛性（报道内容、服务对象和传播范围都十分广泛
）、连续性（定期、连续地报道新闻，始终不断地通过提供信息为受众服务）、易碎性（今天的新闻
，明天就成为历史，失去新闻价值，所以它是一种‘易碎品’）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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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问题与学理：新闻传播论稿》视野开阔，内容丰富，学理深厚，见解独到，可供新闻传播院系
师生、新闻传播研究者以及新闻实务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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