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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涨价像高速公路撞车一样连环追尾，股市像恼极羞极的老脸大红大绿。
这就是风险，这就是风波，这就是风潮，这就是江湖或者现实。
　　传媒躲不过江湖，这一点都明白。
要说传媒即江湖，很多人会不服。
　　别以为一直在岸上，客观，超然。
处在舆论的交汇处，耳听阵阵江湖风声，传媒早成了其中一个小小江湖；别以为一直在船上，指点，
瞭望。
名实之争名利之争，风云人物潮起潮落，转眼就成了江湖把式的营生。
　　不想说江湖义气和书生意气哪种更豪放，不想说赢者通吃和适者生存哪种更霸道。
一个简单的事情，说得云里雾里，这不是新闻，是时评。
一个简单的道理，因果之间颠来倒去，变成循环论证，这不是评判，是江湖逻辑。
　　多难、兴邦，道义、担当。
5·12带来的变化，刚刚开始。
　　信息是如此公开透明，灾难是如此真切可怕。
5·12让众多凡人改变了人生观世界观，5·12让众多传媒改变了信息观传播观，5·12让众多传媒中人
改变了新闻观舆论观。
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有记者千辛万苦赶到地震灾区采访，感到自己是在添麻烦，竟中途撤回。
心理专家则提醒地震抑郁症患者：少看电视新闻少看报纸报道。
　　新闻暴力、信息暴力，以及网络暴力，从春天的艳照门事件反思开始，在5·12前后被引申到了一
个新的层面。
两种有意味的新说法出现了：一个叫信息恐慌，一个叫信息恐怖。
　　恐慌，是因为信息多了还是少了，不知道。
恐怖，是因为新闻轻了还是重了，不知道。
最起码，灾难新闻不等于新闻成灾。
所以，谁也不要幸灾乐祸，谁也不要欺人太甚。
咬咬牙，什么都能挺过去，咬牙切齿的，可就伤肝伤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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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南方传媒研究系列丛书的第12辑，聚焦“传媒对接”这一主题内容，从而为从业人员、学界提
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包括专稿、专题研讨、专栏推介、传媒人物、记者讲述、博士传媒眼、传媒经营、记者博客、传媒密
码等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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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己的一个交待，也是媒体对读者的交待。
　　整合、整合、再整合　　记者们每天带着一张汗水和着污泥的脸从灾区回来，都会抛出一句相同
的话：满地都是新闻，太多了，都不知道该抓什么了！
　　在到地震前线之前，我们还在设想报道的时段和节奏问题，筹划不同时间做不同落点的新闻，以
图报道的递进感和层次感。
但一到灾区就会发现，所有的问题都等你去报道和采访。
在搜救的同时，防疫工作已经迫在眉睫。
露天医院紧急抢救日夜不息，余震坍塌造成的伤员又在涌来；几百万灾民在进行紧急撤离，数不清的
灾民还在重返家园；水库的危急、堰塞湖、道路阻塞等等问题一个接一个涌来，包括学校建筑的质量
问题、地震的诱因、救灾物资款项透明公开等等深层次的题目都急待展开调查，真的可以说是千头万
绪。
　　汶川地震和救灾呈现了最为复杂纷呈的状态，没有哪一次突发性的报道像此次这样会牵扯到如此
多的方方面面。
在这种紧急又复杂的情况下，一个记者身在灾区就会感觉到如陷入新闻的汪洋大海，一方面是个人的
能力无法穷尽全部，一个人只能做一个新闻点上的事，甚至一个人只能关注这个点上的某几件事；另
一方面，单一的事件和单一新闻本身的意义在这种复杂的整体事件面前，其典型的意义大大缩减，也
就是说，点上的新闻必须和面上的新闻进行有机的结合，才会增加其价值。
　　媒体的整体作战能力经历着考验。
我想说的是我们应该感谢钱钢和他的《唐山大地震》，32年前个人的新闻操作，放大了就是今天一个
媒体所需要的操作和方向，只不过今天不再可能由一个人来完成《唐山大地震》这样的全景式的报道
了(或者一两年后会有，但在当时当地是不可能的)。
　　整合，成为一种必须使用的手段。
新闻的操作变成这样一种模式：前方信息的汇总--选题方向策划--操作模式确定--记者分头采访--前方
撰写、整合、编辑--后方编辑部编辑--出报。
每天晚上，记者都会得到二到三个今后要操作的选题方向，带着主题，记者到了灾区，就不会出现"满
地都是新闻，就是不知抓什么好"了，而每个主题确定主要操作的人，大家围绕着这个主要操作者开展
工作，人多、信息多、新闻出得快，但并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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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方传媒研究》聚焦“灾难新闻”，精心编选一线记者亲历汶川大地震的感闻和专家学者对此
次灾难新闻报道的研究与剖析。
视角独特，对灾难新闻报道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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