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闻编辑学教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新闻编辑学教程>>

13位ISBN编号：9787811271805

10位ISBN编号：781127180X

出版时间：2008-6

出版时间：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作者：方毅华，孙倩 著

页数：27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闻编辑学教程>>

内容概要

　　“新闻编辑学”是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学生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
《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新闻编辑学教程》是为适应教学和广播电视编辑工作的需要所编写而
成的，《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新闻编辑学教程》着重讲述了新闻编辑工作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并对广播电视编辑的特点、节目系统的构建、三类主要的新闻性节目的构思与编辑进行了探讨，力
求对我国广播电视编辑实践的基本经佥作一个大致的梳理和理论的提升。
《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新闻编辑学教程》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
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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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编辑与新闻编辑　　第一节　编辑概说　　什么是编辑？
让我们溯流而上，首先从古代编辑史的角度去考察编辑的来历和含义。
　　一、编辑溯源　　在古汉语中，“编”和“辑”最初是没有关联的两个词。
编辑的“编”，原意是串联龟板或竹简的绳索，为名词。
如“韦编三绝”的典故，说的是孔子晚年很爱读《周易》，翻来覆去地读，使穿连《周易》竹简的皮
条（即韦编，韦乃皮革之义）断了好几次。
后来词义出现了引申和发展，转化为动词。
如《史记？
孔子世家》：“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
”，其中“编次”即按次序编排之意，这反映了编辑工作的最原始、最基本的含义。
颜师古《汉书注》谓“编所以联次简也”，也同此意。
“辑”原意为和谐，如《诗经？
大雅？
板》：“辞之辑矣，民之洽矣。
”在这里“辑”与“洽”同为形容词，词义亦相近。
颜师古《汉书注》谓：“辑与集同，谓诸书之总要。
”词义转化成名词。
《汉书？
艺文志》：“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至此，“辑”已是动词，即对文字资料加以收集整理的意思。
由此看来，编辑就是顺其次第，编列简策而成书籍的人，即最早出现的是书籍的编辑。
　　那么，最初的编辑是一些什么人呢？
远古时代并不存在专职的编辑，因为当时的社会分工远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那时可能有三类人担负了编辑工作，他们是卜筮官、史官、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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