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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基础》

内容概要

《新闻学基础》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它涵盖了广义新闻学最基本的范畴，即有新闻学一般
原理的阐述和部分新闻史的介绍，又涉及新闻采、写、编、评、摄等应用新闻学的原理和知识，覆盖
面宽；二是它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刚进入新闻学这扇大门的大专院校学生、新闻和宣传工作者及对新闻
学感兴趣的社会人士，目的是使他们在深入学习和钻研新闻学各分支学科之前，对新闻学有一个初步
认识和总体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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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交通和邮政事业 16世纪前后，欧洲各国的内河航运已经相当便利，尤其是。地理大发现
”以后，各国竞相发展远洋航运，人员往来、信息交换日趋频繁。随着公路的大规模兴建，法国
（1464年）、英国（1478年）、德意志（1502年）等欧洲的主要国家先后开设了国家邮政业务，到17
世纪，欧洲各国的邮路已经联成一片，许多城市的邮班缩短到每周一次。交通邮政事业的发达，不仅
使新闻的采集和发布能够做到迅速及时，而且使“时间消灭空间”（马克思语），新闻的采集和发布
范围也迅速扩展，报纸的定期出版和发行成为可能。 3.城市化和读者群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兴起，创
立了巨大的城市，很大一部分人口脱离了乡村生活，以英国为例，17世纪初已经有1／5的人住在城市
。著名的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都是17～18世纪形成的。城镇兴起、人口激增、生活节
奏加快，都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比过去更为紧密，人们对新闻信息的需求也更为迫切。而且，城市
生活也为新闻采访的便利、报纸的集中发行创造了不同于分散的乡村的环境和条件。 随着城市化进程
的推进，学校兴办起来。一方面，学校提供了系统化的知识；另一方面，印刷术的诞生打破了少数人
对知识的垄断，带来了文化普及。城市平民的文化水平有了提高，他们渴求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信息和
新闻。于是报纸的出版发行有了一定的受众市场。 4.广告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期，人们为了推销商品
，十分需要有一种经常性的、及时的、影响广泛的宣传工具，报纸正好就是其中的一种。17世纪中叶
，一些报刊开始刊登广告，并从中获取大额利润。广告不仅成了企业、商家推销商品的工具，而且也
使办报本身成为有利可图的行业，吸引了大批的投资者涌向这个新的“投资热点”。 说到这里，让我
们对这些新闻事业产生的外在条件做一个小结：印刷和造纸工业，使新闻事业的传播有了新的媒介；
交通通讯事业，使新闻事业的传播内容（无论传播数量还是传播质量）有了进步；两者发展所导致的
结果，使新闻事业本身的内在动力积聚完成，城市化进程、读者群产生，又使新闻事业诞生的外部条
件趁向成熟，而广告产生并“登堂人室”，使新闻事业在经济上不仅足以自主，而且还成为有利可图
的行业。它像催生剂一样，终于使新闻事业问世并发展起来。 四、雏形报刊 但是，并非新闻传播发
展到一定阶段、有了新闻事业产生的社会基础和物质基础，人类传播就一步跨人了新闻事业阶段。新
闻事业的最终确立，也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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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总论“中国体育健儿在悉尼奥运会上取得骄人成绩，跻身奖牌榜前三甲行列”，这是新闻；“贵州发
生建国以来全省最大一起瓦斯爆炸事故”，这也是新闻；“竹子大面积开花，大熊猫面临生存危机”
，这还是新闻。对于新闻，我们并不陌生，每天报上登的、电台电视台播的，有很多是新闻。但是，
什么样的事实可以报道而成为新闻，一条新闻的诞生要经过怎样的操作流程，新闻有什么样的特性和
内在规律，知道的人却是寥寥。了解这些新闻的基础知识，更好地认识新闻现象，并能够指导实践操
作，便是新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本书的要义所在。第一节  什么是新闻学一、新闻学的概念    新
闻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新闻学，指的是新闻科学，它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历史新闻学
，主要研究新闻活动、新闻事业和新闻思想发展的历史。诸如中外新闻事业通史和断代史、报刊史、
通讯社史、广播电视史、新闻界著名人物传、新闻学术史、新闻教育史等等都属于此。二是理论新闻
学，主要研究新闻学的原理。诸如新闻学一般原理、新闻思想研究等等都归于此。三是应用新闻学，
主要研究新闻业务活动的原理与技巧．诸如新闻采访学、新闻写作学、新闻编辑学、新闻评论学、新
闻摄影学、广播电视新闻学等等都涵盖于此。    狭义的新闻学，指的则是理论新闻学。具体而言，就
是研究新闻传播活动及其规律。通常意义上的新闻学，就是指狭义新闻学。二、新闻学的研究内容    
新闻学的研究内容也并非一成不变。    我国传统的新闻学，其实是报学，研究的是报纸新闻的特征、
报馆活动的规律。如果按照宁树藩教授的两分法，将新闻学分为研究新闻传播活动的新闻学和研究新
闻媒介的新闻学，那么传统新闻学显然屑于后者。被称为“我国新闻界‘破天荒’之作”的国内第一
本新闻学著作一一《新闻学》(徐宝璜，1919年)，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新闻定义、新闻价值和新闻采编
，始终围绕“新闻纸”这个核心，将相当的笔墨投向“新闻纸”的性质与社会职能、“新闻纸”的社
论、发行、广告和新闻社组织的介绍。而注重新闻实务的新闻学著作，如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
》，这种倾向更为明显。    当时的新闻学研究囿于“报学”，我们可以说是因为受到新闻实践和媒介
发展的限制。但是，这一倾向却一直延续下来。及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传播学较为广泛
的介绍引进，才对传统新闻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冲击。    传播学是以社会学、心理学等知识来研究
传播现象的一门交叉学科。它发端于20世纪初叶，最初是出于公众对报刊政治影响的关心和对广播社
会效果的关注，为检验并提高宣传、广告、教育和公共关系等领域的传播效率而产生的。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随着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传播学得到了迅速发展，它几乎将人类社会的一切传播
现象都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视野，新闻传播作为一种传播现象，自然也不能特立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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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闻学基础》是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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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雷点1.适当扭曲事实也是新闻报道手段之一。雷点2.记者最好能掌握多门技能，然后列举某记者骑
自行车开摩托驾驶小汽车开拖拉机直升机。。。。因为新闻爆点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然后我觉得
新闻人其实都可以去做特种部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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