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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概论》

内容概要

《新闻学概论》是新闻学体系中的基础理论部分，是新闻专业学生必修的对于本专业其他课程具有理
论统领意义的一门主干课程。《新闻学概论》作为新闻学的基础理论课，阐述的是新闻传播的基本规
律；而新闻学的基其他应用性课程，则揭示的是新闻传播的各个层面或者环节的具体规律。学好新闻
学的基础理论，熟悉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是学好新闻专业其他课程的基础，也是正确分析新闻现象
和有效指导新闻实践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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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概论》

书籍目录

以丰富的知识扶持理论创新绪论第一节　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及其形成与发展第二节　新闻理论在新闻
学中的地位及基本框架第三节　学习新闻理论的意义及方法第一章　新闻的本质与特征第一节　“新
闻”与新闻现象、新闻活动、新闻事业第二节　关于新闻的定义问题及其评述第三节　关于新闻本质
的理论阐述第四节　关于新闻特征的比较分析第二章　新闻的起源与发展第一节　关于新闻的起源第
二节　新闻事业的发展第三节　新闻事业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规律第三章　新闻的价值与功用第一节　
新闻价值的内涵及有关争议第二节　新闻价值要素与新闻价值实现第三节　新闻事业的社会功能第四
节　网络时代的新闻价值观新探第四章　新闻的缘起与传播第一节　作为特定事实的新闻的缘起第二
节　新闻事实、新闻信息与符号第三节　新闻传播的基本要素与一般流程第四节　新闻传播的内在要
求第五节　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第五章　新闻的传者与受众第一节　传播主体：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主
导者第二节　传受主体：新闻传播中受众的地位和意义第三节　依存与制约：传——受双方的互动关
系第六章　新闻的媒介与机构第一节　媒介与新闻媒介第二节　第四媒体——网络新闻及其特征第三
节　新闻传播的组织机械第四节　西方媒介理论简述第七章　新闻的舆论与宣传第一节　新闻宣传与
舆论导向第二节　新闻引导舆论的方式和途径第三节　新闻宣传的基本规律与规则第四节　新闻的舆
论监督第五节　新闻宣传的党性与阶级性第六节　坚持“政治家办报”的方针第八章　新闻的选题与
运筹第一节　新闻选题的地位及意义第二节　新闻选题的操作原理及内在依据第三节　新闻选题的基
本类型第四节　新闻选题与新闻传播运筹第九章　新闻的效果与调控⋯⋯第十章　新闻的原则与规范
附录一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附录二　联合国国际新闻道德规约的二则第十一章　新闻的审
美特征与要求第十二章　新闻的文化内涵意义第十三章　新闻的经营与管理第十四章　新闻的研究与
批评后记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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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概论》

章节摘录

　　第二章　　新闻的起源与发展　　在本书的第一章，我们主要从本质与特征等最核心的方面，尽
量自内而外地回答了“新闻是什么”的根本问题，这当然也是新闻理论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紧
接着的这第二章里，我们将采用一种纵向发展的审视的眼光，进一步了解人类的早期新闻活动尤其是
近现代新闻事业，从最早的起源直至当今的极大繁荣的整体的历史面貌，但是，我们在《绪论》当中
也已经说过，新闻学学科中既包括新闻理论，也包括新闻史。所以，对新闻历史的系统完整的研究，
应该是历史新闻学也就是新闻史的任务，那么，我们的新闻理论为什么还要专门设置“新闻的起源与
发展”这样的纯属历史新闻学内容的一章呢?这是因为，理论界对于任何一种事物和对象的研究，都离
不开历史与发展的眼光。孤立的、平面的或者完全割裂历史的研究，是无法真正进入和把握对象的更
为宏观的内部规律的。当然，我们的新闻理论中的这一部分章节也不能完全重复新闻史的内容，更不
能侵犯新闻史的学术疆域，所以，本章所要重点讲述的就是新闻的起源与发展中的最基本的规律性的
问题，而不是新闻的历史与事件的本身。　　第一节　关于新闻的起源　　对于新闻起源问题的研究
，并非只是单纯地为新闻的发展找到一个历史的起点，也并不只是纯粹为理论而理论地得出一个空洞
的概念化的答案。科学地认识新闻的真实的起源，有助于我们对新闻的本质与价值的更加深入和全面
的了解，它所要从根本上回答的问题是，新闻到底为什么会从无到有，又为什么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
不断发展。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它只有在某些方面能够满足人类的共同的需求，在人类的社会
生活当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才会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否则，对人来说毫无价值的东西是不会被
人创造出来的，或者是已经失去了价值的东西也终究要被历史所淘汰的。因为归根结底，任何价值都
是对人的需要而言的，那么，新闻之所以能够从无到有以及越来越繁荣发达，就是因为它本身的价值
在人类社会中是不可替代的。我们的新闻理论的研究也就是要从根本上揭示出新闻的这种发生与发展
的价值依据，以便我们能够站在这样的理论的支点上，认识新闻事业并从事新闻活动。　　实际上，
关于新闻起源的问题，也一直是新闻学界争议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这首先是一个无法实证的问题，
对于这样的答案的寻找，只能靠分析和思辨，而分析与思辨的立场与方法不同，其结论也自然会相差
甚远以至完全对立。以下我们主要分两个方面来介绍并阐述有关新闻起源问题的一些理论和观点。　
　一、西方新闻学家较平提出的新闻起源观　　西方的新闻学家对于新闻起源的研究起步较早。他们
主要是从人的最基本的社会需求尤其是人的最本能的欲望和心理出发，来认识新闻产生的最终根源，
其中得出的一些观点后来被归纳成两种代表性的说法：　　1．“新闻欲”　　这种说法的代表人物
主要是格劳德和约斯特，格劳德明确地认为：新闻报道是与人类社会的发生同时产生的事情。他说：
“想知道人及事物的欲求，是由于希求生存的保证或安全化而促成，而形成之原始的冲动。经验新的
事情，或等到报知的希望，是自然的人类感情之表现；是生活意志之本质的核心；是形成并维持社会
的最坚强的力量之一种。”约斯特则说：“报纸是适合于探求新闻报道的人类性的一般需要和欲望的
东西，报纸不是创造它的需要的；反过来说，需要是常存在着的，而报纸乃是它的必需的产物。”①
实际上，从以上所引的两段话来看，格劳德的观点中对于新闻起源的看法还是包含着两个重要的方面
的，一方面他强调了新闻来源于人的“原始的冲动”或者叫做“自然的人类感情之表现”；另一方面
他也谈到了“是形成并维持社会的最坚强的力量之一种”，也就是他同时意识到了新闻与社会的密切
关联的问题，而在约斯特的观点中，就似乎已经是过于单纯地表述为“人类性的一般需要和欲望的东
西”了。　　约斯特在他的《新闻学原理》中对这种与生俱来的天性说做了非常系统的阐发，他说：
　　人类对新闻的嗜好并不是文化发展后才产生的。人一生下来就有着一个传播消息的说话器官，和
一个收受消息的听觉器官。这两个东西不仅是生着而已，而且永远在想发挥它们自己的作用。人类同
时又被赋有无穷的好奇心，它创造了一种对事物不断的兴趣，关于别人的举动行为，对于自然所发生
的程序和事情，对于不论远近每一个人物的情况，都有无穷的兴趣。　　这些对于事物的好奇心和兴
趣，是新闻欲的源泉，也实在是文化和人类进展的基础，因为如此，才把人类知识的境界扩大起来和
鼓励知识在新的范围內发生新的活动。⋯⋯一切知识和由知识中产生的进步，都是从人类贪得无厌的
好奇心中及其需要知道事情的欲望中产生出来的。　　新闻和意见的出版，就成了新闻事业。这是一
种职业，一种艺术，也是一种商业。它的发展，完全由于人类不可抑制的天性。它可以满足人类探求
消息的无穷欲望，可以满足人类永远活跃着的无穷的好奇心，也可以满足人类追求兴趣的无穷需求。
①　　我们说，如果把人的“新闻欲”看做是人类新闻事业得以产生的一个重要的主体方面的因素，
应该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正如前面所引，约斯特最后却把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说成“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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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概论》

由于人类不可抑制的天性”，这里的“完全”二字，就把约斯特的全部结论，推向了背离科学的边缘
。　　到1930年，日本新闻学者杉村广太郎在他的《新闻概论》中就对此观点发挥得更加细化，而且
也更加局限在了“新闻欲”的单一主张上。他说：　　“欲知道；欲使人知道；欲被人知道。”这种
声浪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一种共通的欲望。由这种欲望才产生新闻纸。　　由“欲知道”的愿望才
产生读者，由“欲使人知道”的愿望才产生新闻纸，由“欲被人知道”的愿望才产生新闻的广告。　
　这三种欲望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有的。从这些欲望产生的所谓新闻纸是与人类同时发生的，就是人
类发生于这个世界的时候，新闻纸也就产生了。可是它的形体没有完整。有人说：“海滨的沙滩上残
余着人的足迹”是新闻纸，也就是这个意思。“沙滩上的人的足迹”就是为欲使人知道那个人往来的
踪迹。依此意味，那么贫民街里的女人们的井边会议，实在是没有印刷好的新闻纸。他们互相谈着四
邻合壁的有些事。谈话者的心无非是欲知道她所不知道的，及她已经知道了的，欲使别个没有知道的
知道罢了。设探访粗漏，传达不实，那么这事就增添热闹了。也有故意的枉传事实，其中当然也有要
辩驳正误的人，也就是自然地实行新闻纸法的正误辩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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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概论》

媒体关注与评论

　　以丰富的知识扶持理论创新(代序)　　童兵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郝雨教授和他原来的同事王艳
玲副教授的书稿《新闻学概论》送来已有月余，一直忙于各种事务抽不出时间拜读。幸好有“五一”
长假。于是闭门谢客，慢读细想，觉得颇有心得。这里写下几行字，聊作读后感吧。　　中国自有新
闻学问世，便有新闻理论的阐述。从时间上看，徐宝璜出版《新闻学》，还早于早期问世的西方国家
新闻理论经典，如日本小野秀雄的《新闻学原理》，德国道比法特的《新闻学》，美国约斯特的《新
闻学原理》，都晚于徐本。但人家每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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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是一本垃圾教材
2、这么贵(～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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