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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与沈正赋教授相识数年，知道他近年来一直在为新闻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而辛勤耕耘。
碰巧，今年三月我俩都在中央党校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学习，成为“同学”，有
了更多的交流机会。
一天晚上，沈教授来到我房间，我俩就新闻传播学的专业教育与学科发展天南海北地神聊了一通。
末了，正赋兄给我一大包材料，说是书稿，即将出版，要我为他的著作写个序言。
自知才疏学浅，愧不敢当，又不好当面推辞，只得应承下来。
　　沈正赋教授的书稿是《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研究》。
关于突发事件报道的研究，在国内还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尽管20世纪80年代后期已出现有关论文，但直到90年代中期，突发事件报道研究才引起学界的普遍重
视。
进入新世纪，突发事件报道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热点，然而研究成果基本上是单篇的论文，尚未见系统
的研究著作问世。
正赋兄要出版研究专著，自然是先睹为快。
当时计划利用学习空余时间细细拜读，及时写出序言。
然而，时间总是不够用，书稿没读多少，为期一月的研修班学习就结束了。
三月底回到广州，时时惦记正赋兄的嘱托，三番五次拿出书稿，终因各种事务急需处理而不得不一次
次放下。
待忙完各种急迫之事，已是八月初，我这才能够平心静气地拜读正赋兄的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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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把突发公共事件作为研究对象，以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案例为依据对此进行理论上和方法上的爬梳
和探讨。
通过总结、比较这些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实践，力求既有微观上的个案剖析，又有宏观上的系统把握
，进而寻找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企求在突发事件报道的理论架构上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体系。
这些典型报道案例，既有发生在全球范围内的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又有国内近些年来发生的重大突发
公共事件。
研究的目的在于探求新闻媒体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报道策略及其作用，从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
、汲取教训，为改进我国新闻传播工作，加强新闻从业人员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实践，提供理论上
和方法上的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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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正赋
　　安徽合肥人，现为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理事。
曾在安徽日报社主办的《新安晚报》从事过记者、编辑工作。
先后担任《报纸编辑学》、《新闻采访学》、《新闻写作学》和《新闻业务专题》等课程的教学。
近十年来，在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上发表科研论文6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解读传媒一一传媒生态与
新闻生态研究》。
主持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突发公共事件中新闻舆论引导方式研究》、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
科研究项目《灾难新闻报道理论与方法研究》、安徽省教学研究项目《新闻传播学专业结构调整与人
才培养方案改革研究与实践》和安徽省精品课程《新闻采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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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绪论上篇  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理论研究　第一章  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与受众知情权  　一、灾难新闻与
受众知情权  　二、20世纪80年代之前灾难新闻报道方法及其影响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灾难新闻
报道方法及其影响  　四、灾难新闻报道的现状与走向　第二章  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与新闻舆论监督　
　一、灾难事件与灾难新闻　　二、新闻媒体在舆论监督中的角色定位　第三章  突发公共事件报道
与政府问责制　　一、政府问责制的发展历程及其内涵　　二、突发公共事件与政府问责制的关系　
　三、政府问责制要走向制度化、常态化　第四章  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与人文关怀　　一、灾难新闻
与人文关怀　　⋯⋯中篇　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方法研究下篇　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个案研究——以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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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与受众知情权　　时下有个很时尚的词语叫做“零距离”。
笔者认为，如果把它用到突发性事件的新闻报道上，那么最起码可以说明两种现象：一是突发性事件
的发生与新闻报道之间的时间距离；二是突发性事件与受众接受之间的心理距离或空间距离。
在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遇恐怖组织袭击的报道中，我们发现新闻的定义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即不仅是
对新近发生的事实作出的报道，而且是对正在发生的事实进行报道。
我国新闻媒体对美国“9.11”突发性灾难事件的迅速报道，使得广大受众切身感受到灾难事件与新闻
报道之间“零距离”的现实存在。
　　美国“9.11”事件是一起典型的灾难性事件。
灾难发生后，我国国内媒体反应最快的是被称为第四媒体的网络。
大约10分钟后，即北京时间20点55分左右，新浪网就在全国率先以快讯的形式报道了这一恐怖事件，
标题是《一架飞机撞上纽约世界贸易中心》。
这则快讯虽只有短短的80多字，但却是国内受众看到的第一条有关美国“9.11”事件的报道。
新浪网“美国遭遇恐怖主义袭击”专题在随后的24小时内共发布了590多条信息，新闻频道24 小时的
流量至少超过8000万页读数，再次刷新了突发事件时国内网站的流量纪录。
随后，新华社、《中国日报》英文版的网站也很快对此事进行了报道，网络的“实时性”优势在此次
报道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紧随网络之后对恐怖事件作出反应的是电视媒体。
当晚，中央电视台在21点开始的固定新闻栏目《现在播报》中对此事予以报道，从而让国内受众第一
次看到了来自事发现场的图像。
不仅如此，央视还在其后的整点新闻中连续报道这场灾难事件的最新动态，以希成为受众获知信息的
第一渠道。
据上海的一项受众调查显示，市民首次获知美国遭袭事件的渠道是电视新闻，高达57.3％，其次是人
际传播渠道。
。
当然，在四大媒体中，时效性最弱的报纸也不甘落后，纷纷抢发“号外”，迅速关注、报道此事：运
用爆炸瞬间定格的彩色巨幅图片，挖掘深度报道和独家报道，来抢占新闻的制高点，进而向受众传达
自己的“声音”。
也正因为各大媒体如此不遗余力地争相报道，从而使国内受众在最短的时间内享有对这场国际重大灾
难的知情权。
可以这么说，就在短短的几天内，在全世界，在我国，卜到老人下到小孩几乎没有人不知道“9.11”
事件，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本．拉登。
这都取决于传媒的新闻报道。
那么，什么是灾难新闻以及它对受众知情权到底有什么程度的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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