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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闻美学研究，至今是新闻传播研究的薄弱环节。
《新闻的审美传播》作者在“美是人的终极理想”的基础上，深入地论证了新闻传播与审美之间的关
系，指出人文关怀是新闻审美传播的根本价值。
作者立足于新闻传播活动的全过程，从事实、传播主题、文本接受主体诸方面，对新闻审美传播进行
了全面的讨论。
全书思路清晰，观点新颖，并有鲜活的经验和生动的案例分析。
作为一位曾在新闻领域中多次获奖的资深记者，其理论探索有着十分充分的实践和经验支撑。
《新闻的审美传播》对新闻传播学界和传播业界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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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德宏，文学博士，高级编辑。
现任工人日报社社长、总编辑。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首批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首批“全国新闻出版系统领军人物”，国内多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文学院兼职教授。
在从事新闻工作的二十多年里，共发表论著、论文和新闻、文学作品近三百万字，出版著作六部。
论文、评论、通讯、版面曾六次获中国新闻年度最高奖——中国新闻奖，其中独立采写的通讯《寻找
时传祥》获第六届（1995年度）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并分别?节选入全国初中、全选人全国高中语文课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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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为何研究新闻的审美传播一、问题的缘起二、新闻传播与美学的关联性研究现状三、“大报”
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理由四、关于“大报”与“都市报”的讨论五、本书的基本逻辑第二章 新闻传播
的美学依据和审美品质一、美，是人类的终极理想二、从审美角度重新认识新闻传播三、真实、客观
、新奇：新闻传播的审美品质四、新闻审美传播在报业市场机制中的有效性第三章 人文关怀与新闻传
播一、新闻传播中的信息价值与审美价值二、人文关怀中的美学问题三、人文关怀是新闻审美传播的
核心价值四、新闻审美传播的特殊人文品格五、全面提高新闻传播的审美价值第四章 新闻传播的审美
构成及其实现方式一、以审美的眼光发现和捕捉新闻素材二、以人文关怀作为素材展开的阐释立场三
、以尊重受众的审美诉求作为新闻传播的落脚点四、新闻的审美传播是通过思想形式实现的五、在传
递信息中坚定而感性地显现和传播思想六、推动“以人为本”是传播思想的根本指向第五章 新闻审美
传播中的文本与修辞问题一、新闻文本与其他文本二、传播主体的理想和想象三、新闻文本的隐喻和
象征四、新闻审美传播中的隐喻、想象、象征的关系附录寻找时传祥第六章 中国新时期新闻传播热点
的美学扫描与分析一、新时期中国新闻传播是不断确认“人”的价值的历史二、“新闻评论热”的崛
起及其审美取向的流变三、“深度报道热”的全面崛起及其审美流变四、“现场短新闻热”的昙花一
现及其对审美传播的影响五、新时期中国新闻传播审美流变的大致线索六、新时期中国新闻传播实践
的审美追求给我们的启示结语：关于理想、思想、想象以及尊严等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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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为何研究新闻的审美传播　　一、问题的缘起　　本研究的选题最初缘起于当下报纸的采
编者们所面临的一个比较具体、感性的问题——　　为什么诸多重大报道的采编者们花费了巨大的精
力，但传播效果并不理想？
　　业界一般的解释是那些文本“不感人”。
进一步的解释是，大多数文本“难以引起受众的心灵共鸣”——尽管这个答案显然未完全准确地回答
问题，而只是从某个比较感性的角度揭示了“传播效果不理想”的一个表现，但我们还是可以认为它
毕竟是部分地指出了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
因此，我们就不妨沿着这个思路做进一步的追问：为什么花了巨大精力的作品仍然“不感人”，仍然
“难以引起受众的心灵共鸣？
？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虽然有较多说法，但尚无一个答案能够令新闻传播业界同仁共同满意。
但综合分析那些看法，我们可以发现，大家的思考大体都围绕着这样一些情况——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显然与当下报纸所处的这样的三个背景有大关系：　　第一，从客观上讲，以互联网为主体的包括电
视、广播等电子媒体对报纸的巨大冲击，由于电子媒体时效快，内容容量大，导致报纸受众的持续减
少，影响力的不断下降，甚至“报纸即将消失”的说法此起彼伏——这大体可以理解为报纸的新闻传
播效果不理想的客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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