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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闻写作学》是一本讨论新闻写作理念和模式的书。
与其他同类图书不同的是，它是从国际新闻报道传播的最新潮流出发，来看国内时下的新闻报道写作
现状，进而提出了一些新颖而又颇具针对性的建议，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本对计划经济体制
下形成的新闻写作理念和模式进行反思的书。
 作者在进入高校前，有过在新闻媒介从业26年的经历，正是多年来所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为作者从
理论上审视新闻写作理念和模式的变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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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坚，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1977年大学毕业后在新疆日报社从事采编工作，先后任新疆日报社新闻总监、编委，经济部主任、记
者部主任，编报部主任等职务十四年之久，于2000年获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先进工作者(劳模)称号。
2003年辞去职务，到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
在二十六年的新闻生涯中，曾采写过数千篇反映新疆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新闻作品，其中53篇获得
国家与新疆好新闻奖，2篇获中国新闻奖，8篇获中国省、直辖市、自治区党报好新闻，20多篇获新疆
好新闻奖。
共在全国核心期刊上发表了33篇论文，著有《新闻采访与写作》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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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绪论　　第一节 新闻写作入门　　一、新闻写作的方法　　新闻写作应不拘一格，但又不能没有
一定的规格。
一方面，新闻写作方法不可不讲；另一方面，在新闻写作上，又不宜固守一城一池，不敢越雷池一步
，死抱着一些写作教条不放，这样只能作茧自缚，捆住了自己的手脚。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闻写作是入门容易精亦难。
　　新闻写作要有一定的规格，尤其是对初学者而言更是如此。
所谓“格”者，正也。
譬如习字，初学写毛笔字要临格，一撇一那，不敢有丝毫疏忽。
像九宫格、字格之类，就是要给初学者以规矩。
而要运笔熟练，自成一体，格则成了束缚手脚的框框。
毛泽东书法谓之狂草，你看他笔走龙蛇，大气磅礴，若用格框住，则不能彰显他书法的本色了。
　　故而，初学新闻写作者，要一板一眼、认认真真，不能越雷池半步。
过了初学阶段，则可放开手脚，一展身手。
换言之，写新闻报道，是有一定规矩的，也是有一定规律的。
老手常能独出心裁，自成一体，高人一筹，所谓“佳篇常从格外出”，就是这个道理。
处理好二者关系，对于学习新闻写作至关重要。
　　新闻写作无定法。
记者采访的大千世界是千姿百态的，记者采访的对象是千奇百怪的，记者本人的思维方式是千变万化
的，这一切决定了写作方法的变化多端。
采访决定写作，采访既然不同，写作肯定也会各有特色。
著名记者法拉奇以其独特的采访艺术和写作艺术闻名于世，她在采访伊朗宗教精神领袖霍梅尼时开门
见山，语锋犀利，一语中的；而她在采访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时方法则不同，开场是从邓
小平的生日谈起的，充满了情趣。
同样，她对两人的报道的写作风格也迥然不同。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闻写作学>>

编辑推荐

　　《新闻写作学》关于新闻写作的研究也大体以报纸为本，兼顾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的一些特点加
以简要概述。
因为关于新闻、新闻学、大众传播学的基本规律都是相同的，了解了报纸新闻写作规律，广播、电视
、互联网的新闻写作就会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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