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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学》

前言

从1999年入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授新闻评论学，现已过十三个年头，讲稿年年翻新，到了今天，
就有了这本书的面世。其中电视新闻评论一章，由孙慧英君执笔，专业新闻评论一章，则汇集了彭国
华、林华明等人的智慧，终有了这本完整的书稿。本书不是教材。因为依我个人的观点，新闻学本来
就不应有什么教材，只可有参考书的概念。为什么？因为连什么是&ldquo;新闻&rdquo;这一基本概念
人们尚且争论不休，有人从本体论上定义，有人从认识论上定义，有人持&ldquo;事实说&rdquo;，有
人持&ldquo;报道说&rdquo;，再加上新闻学的因时依势，常变常新，真的很难固化一些知识进入课本
成为不变的教材。另外，从新闻评论的写作规律来说，有道是&ldquo;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
外&rdquo;，好的新闻评论是阅历、思想、知识、表达能力等综合作用的结果，没有这些积淀，想写出
有深度有分量的新闻评论是很难的，不是靠读上几本新闻评论的写作教材就能写好的。再加上&ldquo;
文无定法&rdquo;的古训，因此编写一本教材来指导怎样写作新闻评论实际是大可不必的事情。因此，
恳请读者诸君只把这本书当成一本参考书来看。这本书除了阐述一般性的写作技巧外，更注重训练评
论写作中思考问题的方式，训练看问题的角度，同时选取一些比较时新的新闻评论文章，作为新闻评
论写作的范文供学习者参阅。这其中选入了部分两岸新闻评论工作者写作的涉台评论，这主要是因为
厦门大学俯临台海，收录一些这方面的评论进来，意在引导两岸学生都来关注、思考一下台海问题。
附录中选录了本人写作的一些杂谈随笔性文章，这些文章有的是近两年在菲律宾《世界日报》&ldquo;
北风在线&rdquo;专栏中以&ldquo;北风&rdquo;笔名发表的，也有一批文章是此前发表在其他媒体上的
，其中有几篇甚至是二十多年前做记者时在《赤峰日报》上发表的，最早的一篇是1991年10月29日载
于《长春日报？君子兰副刊》上的《归情》，那是我在吉林大学读研究生时写下的文字。杂文随笔乃
至散文等都与新闻评论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经常写一些这类文章有助于提升评论的思想与笔力，所
以本书也选了本人发表的一些这方面的文章进来。既然讲授新闻评论，指导学生写作新闻评论，自己
总得动动手，就像讲厨艺的教授如果不会亲自做几道菜，那会被学生骂作&ldquo;无功能教授&rdquo;
的。新闻评论是一种高级新闻写作，之所以高级，是因为新闻评论是生产思想的，也是靠思想取胜的
，这是新闻评论文体昌盛不衰、富有永恒魅力的根本原因。本书写作的初衷就是引导学生学习如何思
考，砥砺论锋，锻炼思想，如果因为阅读本书反而禁锢了学生的思维，使学生思想的翅膀不复能够自
由飞翔，那就把这本书扔到废纸堆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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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学》

内容概要

《新闻评论学》以新闻评论为研究对象，全面讨论新闻评论的创作方法，并对新闻评论的文体进行了
分类论述。该书在立足两岸讨论新闻评论的一般写作方法基础上，还选择一些涉及两岸话题的评论文
章作为写作范文，以达到引导新闻评论向更具普适性的方向发展的目的。《新闻评论学》共十四章，
内容可分为四部分：近代新闻评论学发展概述、新闻评论的基本要素及特征、包括时事评论、电视新
闻评论等在内的各种新闻评论形式的特点和创作方法、新闻评论工作者的基本素养。该书的主要特点
在于，它是以新闻评论研究为依托，用较为独特的视角关照海峡两岸新闻评论的创作方法及异同，范
文选择也多以两岸形势为主题，不仅对新闻评论写作具有指导意义，《新闻评论学》中所选择的评论
文章的独特视角也可以给读者带来新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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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学》

作者简介

　　
赵振祥，汉族，1963年出生，内蒙古赤峰市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
此外还担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与东南亚华文新闻传播史研究
委员会”会长、福建省新闻学会副会长、全国新闻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福建省林白水研究会副会长、
菲律宾《世界日报》特约评论员。2008年获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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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学》

章节摘录

　　何柞庥在天津出版的《青少年科技博览》1999年第4期发表了一篇《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这
是天津教育学院的一个刊物，发行量很少，何教授的文章也才1400余字。文章点了“法轮功”和李洪
志的名，但特别注意摆事实讲道理，然而仍引发了4月25日发生在中南海周围那个惊动世界的事件。本
文开头的话是玩笑，但又不是玩笑。我们能不能设想一下，假如“法轮功”不围攻这个围攻那个，特
别是不围攻中南海，而是“依法”向法院起诉何祚庥和《青少年科技博览》，情况又会怎样？　　早
在“法轮功”事件发生前一年的1998年4月9日，《光明日报》载《专家学者呼吁：用法律手段保护科
技反伪斗士》——“反伪斗士”需要“保护”，说明他们已处被动挨打的地位；他们需要“法律手段
”的保护，反映出他们的“反伪”义举可能受到“法律手段”的打击。请看文章开篇：“近年来，一
些科技、新闻工作者在科技领域坚持‘打假’、‘反伪’，却被推上了被告席，推行伪科学、反科学
变得既‘有利’又‘有理’。”“有利”、“有理”的人当然应该“胜诉”，于是他们确实“胜诉”
了。上述报道列举了“邱氏鼠药”、“超浅水船”两个案件，只是因为这两个案件的一审错判在二审
中被纠正过来了，坚持科学文明的人在精疲力竭经年累月之后总算“胜诉”了，事实上还有这样的好
人在类似的案件中连“惨胜”也没有得到。　　最后作者归纳出了自己观点：“邪教在中国发展到如
此严重的地步，某些执法机关难辞其咎。”打击邪教“必须努力提高执法机关的素质，严防司法腐败
。”文章以假设开篇，随后附以真实的佐证，最后导出了这一令人警醒的结论。假设论证对于本文展
开论证，深化主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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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学》

编辑推荐

新闻评论是一种高级新闻写作，《新闻评论学》的最大特点在于不仅阐述了新闻评论的一般写作技巧
和创作规律，同时注重训练学习者在评论写作过程中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角度。书中选取了大量优秀时
新的新闻评论文章，作为新闻评论写作的范文供学习者参阅。其中两岸新闻评论工作者创作的涉台评
论，极具现实意义，可以开拓学生思考台海问题的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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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学》

精彩短评

1、为了考研，拿它做参考。数质量不错，送货速度还行，挺好！
2、纸质很好。真本书的内容很新，对于要考研的孩子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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