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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对新闻实务的研究与教学现状并不太满意。
仅仅靠论文与教科书来打理新闻实务纯属单腿行走，颠踬在所难免。
记得汤世英先生主编的《中外新闻作品研究》一书面世，我眼前一亮；该书以课程的方式被我国高等
教育自考指导委员会列入新闻学专业学士学位的必修课，我眼前又一明。
两眼炯炯，皆因由阅读而评析新闻作品合乎新闻实务教研的规律。
教学活动与官方组织的相互接触，使得新闻实务的科研与教学开始名正言顺地向摆脱单腿行走的’方
向前进。
我大学毕业后，曾先后在高校中文系、政府机关与媒体工作，舞文弄墨，独乐其间，反倒对那些传授
采写的“高头讲章”兴趣不大。
这并不是说直接研究与教授新闻采写没有用处，而是指新闻采写之道不能仅仅来自书面研究与教科书
。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思想、品德、阅历、识见、技能，这些都非“采写概论”一类的教科书可
以单荷独扛。
选择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子大多期望自己能有一支生花妙笔，对新闻实务课程特别重视。
我在不少场合屡屡听到学生们对新闻采写课的不满足，并期望通过增加课时来解决这一问题。
然而，任何学科的学习、研究都是有规律的。
十多年前，我曾发文专述写作与阅读之间的特殊关系。
同时，现有的数量极少的关于新闻作品评析的论文或教材从体系到理论均存在相当严重的缺陷，并不
能真正践行由阅读到批评的作品评析在新闻实务的教研活动中应该承担的重任，不能胜任实践与理论
之间的中介桥梁功能。
新闻实务的教研应该讲求专业主义，新闻作品评析也应该讲求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因此，本书的推出自有目标。
如果以为本书仅仅是为如何采编打下手，那就小瞧了本书的“宏大心愿”。
本书的第一要务是为新闻实务的研究、教学开辟新路，让新闻实务的学习不再单腿蹦跳。
同时，本书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专业机构评选优劣作品提供专业的智力支持。
除此之外，强化新闻作品研究的学术含量，推动新闻作品评析告别仅凭感觉，仅凭支离破碎的所谓的
理论研究新闻作品，则是本书撰写的另外一个目标。
总之，本书意在为我国新闻实务的研究、教学尽一份绵薄之力。
　　深度报道对于如何办好新闻媒体颇为重要。
现在的主流媒体或争做主流媒体的媒体，差不多都将深度报道视为打造主流新闻产品的核心。
我国新闻界现在对小报的那套做法越来越清楚，不再盲目，有些近乎100多年前美国的奥克斯主政《纽
约时报》时对本杰明·戴的《太阳报》甚至赫斯特办报做派的不屑一顾。
本人无意否定小报办报方略的必要性，而想表达的仅仅如下：单凭小报的做法，不足以让主流传媒光
芒万丈，不足以生产具有强大社会影响力的主流新闻作品。
本书的精华在第三章至第七章，第九章诸节也风光独具，第一章、第二章与第八章属于外围，着重于
铺垫功能。
然而天下之事必须一步步盘算，故上述三章自有独特功能，亦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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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深度报道作品评析原理》是国内第一本研究深度报道评析原理的专著。
《深度报道作品评析原理》共分九章。
其中，前八章为评析理论部分，以新闻传播学的理论、方法分别论述了深度报道作品评析的目的、任
务、基本原则，深度报道作品评析的特点、类型、主要方法，深度报道作品评析的社会内容、内容分
析、形式分析、综合分析，作品评析者的评析素养；第九章为作品选评部分，通过深度报道具体类型
基本原理的简介、作品精析、记者采写经验谈等，分别阐释了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具有信息深
度的人物报道与精确性报道的作品评析问题。
《深度报道作品评析原理》新意当头，追求厚重的学术含量。
全书体系科学，体例完备，理论精当，资料翔实，通过理论与评析相结合，将我国包括深度报道在内
的新闻作品评析研究推到了一个不仅告别仅凭感性、经验，而且远离理论粗糙、方法简单的讲求学术
性的新阶段，为我国新闻实务研究走新的学术研究道路做了宝贵的探索。
《深度报道作品评析原理》属于新闻实务研究，既可供新闻传播学的专业理论研究者参考，又可为从
事、热爱深度报道的记者、编辑、通讯员与爱好者提供新闻实务镜鉴，还可以进入课堂，供新闻传播
学专业的本专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选作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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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深度报道作品评析的目的、任务与基本原则第一节 阅读、评析与写作一、写作能力获取的困
惑二、写作能力获取的多元化与持续性(一)写作能力获取的多元化(二)写作能力获取的持续性三、评
析：写作能力获取的重要途径(一)写作能力的获取需要阅读(二)阅读是读与写的有机统(三)评析：一种
特殊的阅读第二节 深度报道作品评析的目的与任务一、深度报道的内涵、外延与历史发展(一)什么是
深度报道(二)深度报道包括什么(三)深度报道的历史发展二、新闻作品评析与新闻作品评析的研究现
状(一)新闻作品评析与深度报道作品评析(二)新闻作品评析的研究现状三、深度报道作品评析的主体(
一)评析主体的构成(二)作品评析的四大方面军四、深度报道作品评析的目的与任务(一)深度报道作品
评析的目的(二)深度报道作品评析的任务第三节 深度报道作品评析的基本原则一、深度报道作品评析
不能脱离作品(一)作品评析何以不能脱离深度报道作品(二)作品评析怎样才能不脱离深度报道作品二
、实事求是，唯真为大(一)深度报道作品评析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必要性(二)深度报道作品评析坚持
实事求是原则的标准三、遵循新闻工作规律，服从深度报道特点(一)遵循新闻工作规律、服从深度报
道特点的必要性(二)遵循新闻工作规律(三)服从深度报道特点(四)既内容、形式并重，又内容第一、形
式第二四、勤于思考，广集材料，依托理论，讲求评析方法(一)勤于思考(二)广集材料(三)依托理论(
四)讲求评析方法第二章 深度报道作品评析的特点与类型第一节 深度报道作品评析的特点一、理性与
感性相结合，但以理性为主(一)理性与感性相结合(二)以理性为主(三)理性与感性相结合，以理性为主
的特点形成原因二、微观与宏观相结合，以微观为主(一)微观与宏观相结合(二)以微观为主(三)微观与
宏观相结合，以微观为主的形成原因三、实务与研究相结合，以实务为主(一)实务与研究相结合(二)
以新闻实务为主(三)以新闻实务为主的形成原因第二节 深度报道作品评析的类型一、深度报道作品评
析的分类标准(一)分类标准统一的必要性(二)深度报道作品评析的分类标准二、深度报道作品评析的
分类(一)依据作品评析的内容把握数量程度标准分类(二)依据作品评析的内容表达程度标准分类(三)依
据评析对象单元规模标准分类(四)依据作品评析的意见性质标准分类第三章 深度报道作品评析的方法
第一节 深度报道作品评析方法的层次性一、“道”与“术”(一)何为“方法”(二)方法：“道”与“
术”二、研究方法的层次性(一)总方法(二)一般方法(三)特殊方法(四)作品评析的研究方法三、深度报
道作品评析的主要方法(一)深度报道作品评析特殊方法的理论、模式与流派(二)深度报道作品评析特
殊方法的手段第二节 深度报道作品评析的方法模式一、深度报道作品评析方法的科学性与丰富性(一)
感觉的贫困与作品评析方法的科学性(二)思想的迟钝与作品评析方法的丰富性二、深度报道作品评析
的方法模式标准三、深度报道作品评析的方法模式类型(一)作品评析模式类型的长处与短处(二)深度
报道作品评析的四大方法模式类型第三节 深度报道作品评析的方法手段一、深度报道作品评析方法手
段的地位与作用(一)作品评析方法手段的地位(二)作品评析方法手段的作用二、作品评析方法手段的
使用范围与运用过程(一)作品评析方法手段在深度报道作品评析中的使用范围(二)作品评析方法手段
在深度报道作品评析中的运用过程第四章 深度报道作品评析的社会因素第一节 社会因素在深度报道
作品评析中的地位与作用一、社会因素在深度报道作品评析中的地位(一)社会与社会因素(二)社会因
素在深度报道作品评析中的地位二、社会因素对深度报道作品评析的作用(一)社会因素直接决定着深
度报道作品评析对象的内容与形式(二)社会因素直接作用深度报道作品的生产主体与评析主体第二节 
深度报道作品评析的社会生活范围一、深度报道作品评析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一)社会生活的三大因
素(二)处理社会生活三大因素的评析基本原则二、深度报道作品评析的政治生活因素(一)政治生活在
深度报道作品评析中的分量(二)深度报道作品评析的社会政治生活视野三、深度报道作品评析的经济
生活因素与文化生活因素(一)社会的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在深度报道作品评析中的地位(二)深度报道
作品评析的社会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视野第三节 深度报道作品评析把握社会生活的主要方法一、注意
结合深度报道作品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二、注意结合深度报道作品所产生的时代精神三、注意结合社会
生活的不同特点第五章 深度报道作品评析的内容分析第一节 深度报道作品内容分析的重要性与范围
一、深度报道作品内容分析的重要性(一)关于内容分析(二)内容分析在深度报道作品评析中的重要性
二、深度报道作品内容分析的范围与重心(一)范围、中心范围与非中心范围(二)内容分析的范围(三)内
容分析的重心第二节 深度报道作品的材料分析一、材料辨析(一)材料与材料的重要性(二)素材与题材(
三)广义的题材(四)细节二、材料分析的要点(一)新闻真实性(二)集材的丰富性与选材的严格性(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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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正确性第三节 深度报道作品的思想分析一、思想与主题二、主题在作品中的作用(一)主题是灵
魂(二)主题是统帅三、作品主题分析的标准体系(一)基本标准：正确、集中(二)特殊标准：新颖、深刻
第六章 深度报道作品的形式分析第一节 深度报道作品形式分析的意义与范围一、深度报道作品形式
分析的意义(一)作品的形式(二)形式分析在深度报道作品评析中的意义二、深度报道作品的形式分析
范围(一)作品形式的分类⋯⋯第七章 深度报道作品的综合分析第八章 作品评析者的评析素养第九章 深
度报道作品选评附录A 中国主要深度报道作品篇目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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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新闻作品评析与新闻作品评析的研究现状　　（一）新闻作品评析与深度报道作品评析　　
新闻作品评析，又叫新闻作品分析、新闻作品研究，是新闻传播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新闻现象。
它是有关的评析主体依据一定的新闻传播学原理等，以采写编评摄实务，尤其是采写评摄的得失为核
心对新闻传媒公开发布的新闻作品及其相关新闻实务活动所进行的理性分析、研究、判断的活动。
记者、编辑人员对自己采编的新闻作品的介绍、议论、意见是新闻工作者的采编经验谈，并不属于新
闻作品评析。
艾丰的《经济述评自析集》虽然名为“析”，但按其内容看，所谓的“析”并不限于“析”，还包括
了“述”；其所谓的“析’’也仅仅是艾丰作为作者对自己文章的夫子自道，并未跑出记者采写经验
谈的范围。
不过，对于新闻作品评析，艾丰《经济述评自析集》这一类文字倒足以作为新闻作品评析的比较珍贵
的第一手资料。
　　新闻作品评析的客体是以记者为主要生产者的文字作品与影像作品。
从文字作品看，新闻作品评析可以二分为新闻报道作品评析与新闻评论作品评析。
从采编工作看，要注意区分新闻作品评析与编辑工作评析。
编辑工作评析的客体是编辑活动，常表现为对报纸版面、报道组织活动等的分析。
有关主编评报即属于编辑工作评析，如《人民日报评报选萃2002年卷》以编辑工作评析为主。
而新闻作品评析的客体是新闻作品，以采写为主，编辑虽与之有关，但终为配角。
新闻作品评析成果的规范形态是论说类文章，最高形式为研究性的文章。
　　深度报道作品评析属于新闻报道作品评析范畴。
它是有关的评析主体依据一定的新闻传播学与其他有关原理，以采编实务，尤其是采写的得失为核心
对新闻传媒公开发布的深度报道作品及其相关新闻实务活动所进行的理性分析、研究、判断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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