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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前四章是基础理论准备，侧重于阐述记者修养、学识结构与采访的关系；中间四章侧重于新闻采
访艺术技法的探讨；最后四章则侧重于新闻采访艺术在具体社会领域中的实际操作的研究。
本书所列的社会领域并不周全，而是最常涉及的部分。
有些教材中把新闻采访与新闻写作的体裁相配套，但从逻辑角度看未必恰当，因为管哪种体裁的新闻
作品，采访的方式方法都是相通的。
比如深度报道体裁与消息体裁，在写作上确有较大区别，这主要是它们的表现形态不同，在采访中并
不能因为要写一篇消息而不采访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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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宗绍，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1950年生于河南宜阳。
1968年参军，在军营渡过了十七年光阴，留下的记忆是列夫托尔斯泰的一句名言：“没有做过军人的
人。
不是一个完全的人。
”转业后在地方媒体工作了十八年，先后做过报社编辑、主任、报社总编辑、电视台副台长。
2003年到南京师范大学任教。
共发表新闻学术论文二十多篇，在业界发表论文十余篇中，有九篇获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新闻论文奖或
省级新闻论文奖。
     
    著有《新闻采访与写作》(合作)，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当代广播电视新闻评论》(参编)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电视深度报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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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绪　论　　第一节 认识新闻　　新闻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早期人类对于新闻没有自觉意识，只是被动地被新闻所诱导、驱使，是新闻的客体，但是当人们认识
到新闻的价值及其意义以后，新闻就反过来成为人们了解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了。
现代社会，没有哪个人能够真正脱离新闻而完整存在。
甚至可以说，新闻的贫富与生活的贫富成正比，或者说那些掌握新闻信息越多的人，生存状况就越好
，反之，新闻信息闭塞的国度或社区人的生活是窘迫的。
　　一、新闻的定义　　在新闻学中，新闻一词具有广义和狭义两层涵义：广义的新闻是指报刊、广
播、电视以及互联网等各种大众传播媒介中刊播的各种新闻体裁和报道形式的总称，它包括消息、通
讯、评论、调查报告、新闻图片、新闻资料等；狭义的新闻是　　专指消息这一体裁，包括简讯、电
讯等，它是各种新闻媒介中最常见、最惯用的新　　闻报道体裁。
我们在研究新闻采访与写作时，通常指广义的新闻。
　　关于新闻的定义，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美国报纸公开征询，征询的结果据说不下一千种。
比较中外学者对新闻定义的研究，普遍接受的是陆定一的观点，即“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
当代中国学者在陆定一定义的基础上附加许多修饰词语，但归根到底，并没有超过此定义范畴。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个定义的“属”是“报道”。
新闻的本质是事实，但新闻不等于事实，事实要成为新闻，必须要经过报道这个环节。
新闻　　是报道事实、反映事实、评论事实的一种带有主观意识色彩的活动，是报道者对事实的发现
、选择、加工、处理的过程。
在这里，新闻的这个定义的“种差”是“新　　近发生的事实”，它揭示了新闻的特有属性：一是真
实性，即对发生事实的报道要　　真实、准确，不得虚构、夸大或推测：二是即时性，即对“新近发
生的事实的报道”，要求反应快速、事实鲜活；三是公开性，报道是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这个载体进
行公开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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