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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上中叶，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着不少可供新中国人民新闻事业借鉴的
经验。因此，学习苏联的新闻工作经验，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政府对新闻工作者提出的要求。在学
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热潮中，中国新闻界系统地学习了列宁、斯大林的办报实践、办报思想和苏联
新闻工作的传统，加深了对于无产阶级新闻理论党性原则的认识，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建设我国新闻
事业新体制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倡导的
“新闻自由化”运动，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信仰危机，使70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基业分崩离析。1991
年宣布成立的俄联邦政权虽然继承了苏联衣钵，但其社会体制完全由社会主义转变成为资本主义。俄
罗斯新闻职能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宣传功能”转变成为“信息传播功能”。　　通过比
较研究中俄现代新闻文体，有助于我们认识俄罗斯现代新闻文体在新闻功能转变过程中所发生的流变
，有助于我国新闻工作者对俄罗斯新闻文体加深了解，促进中俄两国新闻界在社会、政治、经济等领
域的相互了解和交流，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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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俄新闻文体比较研究》主要内容简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倡导
的“新闻自由化”运动，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信仰危机，使70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基业分崩离析
。1991年宣布成立的俄联邦政权虽然继承了苏联衣钵，但其社会体制完全由社会主义转变成为资本主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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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举玺，河南辉县人，新闻学博士、教授。现任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河南大学传媒研究所
所长、河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河南省教育厅学术带头人、中国新闻史学会外国新闻史研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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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中俄新闻文体比较研究》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中俄报刊文体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第一节 中俄新闻语言特征 　　一 新闻语言的社会性 
　　二 新闻语言的社会评价功能 　　三 新闻语言的导向功能 　第二节 中俄报刊文体中的语言游戏特
征　　一 语言游戏概述　　二 图表语言游戏　　三 词组搭配游戏　　四 多义词游戏　第三节 中俄新
闻修辞的主要种类　　一 顶真和层递修辞　　二 重叠修辞　　三 双关语和省略语　　四 同义词罗列
　第四节 中俄新闻作品的常用结构　　一 新闻作品结构　　二 新闻作品的结构特点　　三 新闻作品
常见的结构手法第二章 中俄报刊文章的共同特征　第一节 中俄新闻体裁划分方法相同　　一 新闻体
裁概述　　二 中国新闻体裁的划分方法　　三 俄罗斯新闻体裁的划分方法　　四 中俄新闻体裁划分
方法比较　第二节 中俄新闻作品的特征相同　　一 新闻作品的主要特征　　二 中国新闻作品的特征
　　三 俄罗斯新闻作品的特征 　　四 中俄新闻作品的特征比较 　第三节 中俄新闻作品的修辞方法相
同 　　一 新闻修辞概述 　　二 中国新闻作品中的修辞方法 　　三 俄罗斯新闻作品中的修辞方法 　
　四 中俄新闻作品中的修辞方法比较 　第四节 中俄报刊词汇种类相同 　　一 报刊词汇 　　二 中国
报刊词汇的特征 　　三 俄罗斯报刊词汇的特征 　　四 中俄报刊词汇功能比较 　第五节 中俄新闻作品
中的外来词汇种类相同 　　一 外来词汇 　　二 中国新闻作品中的外来词汇扩张问题 　　三 俄罗斯新
闻作品中的外来词汇扩张问题 　　四 中俄新闻作品中的外来词汇扩张问题比较 第三章 中俄报刊文章
的不同特征 参考资料

Page 5



《中俄新闻文体比较研究》

章节摘录

　　新闻语言是传播过程的一种编码方式，其目的性很明确：第一，它的受众多，它必须满足生活在
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大量受众对信息的需求。第二，它必须使处于广泛、分散、隐匿状况中的受众，
在解码时获得尽可能多和尽可能一致的结果。第三，新闻传播的基本原则是“用事实说话”，即传者
的意图应该是相对隐蔽的，新闻语言还要做到在解码时不致使受众产生被人强迫的感觉而加以拒斥。
以上这三个方面的要求，需要新闻语言坚持准确、简洁、鲜明、生动的具体特色。①　　2.具有时代
感新闻语言生命力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要有时代气息。因为这种语言是社会语汇最直接、最真实、最迅
速、最广泛的反映。同时，新闻写作的时效性与新鲜感，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有时代气息，包括将社
会上最新流行的一些语言传递出来。现在，媒体上几乎每天都会有新词出现，词汇翻新很快。3.具有
不同风格新闻语言在符合总体要求，即准确、简洁、鲜明、生动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报道、不同的
作者应该有不同的语言要求，写出不同的风格。第一，消息与通讯对于语言的要求有所不同。消息的
语言是一种具体陈述与抽象概括相结合的语言。而通讯的语言比消息更形象、更丰富、有更多的感情
色彩。第二，新闻语言风格取决于新闻事件本身的基调。不同内容、不同题材的新闻事实，它的基调
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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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略看了内容，应该对了解俄罗斯的新闻文化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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