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新闻采访写作教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新闻采访写作教程>>

13位ISBN编号：9787309057911

10位ISBN编号：7309057910

出版时间：2008-3

出版时间：复旦大学

作者：刘海贵

页数：40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新闻采访写作教程>>

前言

　　博士生导师刘海贵教授编撰的新著《中国新闻采访写作教程》，是“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新闻采访写作类教材和著作登上这个高峰，可喜可贺！
　　话得从新闻学说起，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若从德国学者普尔兹著作《德国新闻事业》
（1845年）算起，有160余年历史；而中国的应用新闻学，若从邵飘萍专著《实际应用新闻学》（又名
《新闻材料采集法》，1923年出版）算起，也已有80多年历史。
但中国传统新闻学的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长期处于徘徊状态和是否有“学”的争论之中。
可喜的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近20多年来，尤其是199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新闻采访写作教程>>

内容概要

　　本书较全面、系统地总结和承继了中国新闻采访写作学的精粹与优良传统，开掘并阐释了新闻采
访写作学的历史、现实成就、经验和教益。
它将科学性和实用性体现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上，将应用新闻学的基本原理和知识、当代记者的
新闻采写实践经验与优秀新闻作品的赏析有机契合，特别适用于新闻教学和指导新闻实践。
本书还力求体现新时代的需求并作了前瞻性的思考。
　　本书作者从事新闻教学凡三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和学术研究的经验。
本书是他在数部新闻采写专著和教材基础上的又一最新力作。
其被教育部评选为新闻采写类的“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实乃名归实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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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海贵，男，1950年9月生于上海。
现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专业技术职务二级)、博士生导师、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高级职称评
委会委员、上海市新闻高级职称评委会成员、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等职。
　　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留校三十余年来，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实务教学和研究，先后主讲新闻采访写
作、新闻心理学、当代新闻传播实务研究、新闻名家与名品研究等八门主干课程，主编《现代新闻采
访学》、《中国现当代新闻业务史导论》、《中国报业集团发展战略》、《知名记者新闻业务讲稿》
、《新闻传播精品导读》和合著《新闻心理学》、《新闻采访写作新编》、《深度报道探胜》等专著
、教材近三十部。
曾先后担任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专业主任、副系主任、新闻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学会常务理事、中
国新闻心理学学会副会长、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职；荣获上海市优秀新闻工作者、上海
市“育才奖”等称号，兼任三十余所高校、媒体兼职教授、特约研究员和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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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近百年中国新闻采访历史述略　　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实践以及相关
理论的初现，当从“五四”运动时始。
　一、“五四”时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当新文化运动的曙光照亮世纪之初的征程时，我国
新闻界的早期新闻采访实践也步人了实质性地实践与改进的时代。
其主要标志是：重视直接采访，派遣驻外采访；从采访内容来看，注意经济新闻的采制，社会新闻的
采访也从幼稚而发展，由受歧视而登大雅之堂。
　　（一）驻外采访的勃兴　　我国新闻界对驻外采访的重视始于19世纪末。
为了“通中外之故”，尤其是“通外情”的政治目的，以《国闻报》、《民立报》为代表的若干报纸
，开始在外患频仍的年代，“延请通晓各国文字之士”担任驻外记者，如杨笃生、章士钊就曾任过《
民立报》驻欧特约记者。
但是，早期的驻外记者多是由一些留学生兼任的，并非专职记者。
驻外记者采访活动的真正勃兴始于“五四”。
1918年“一战”结束后，国人迫切要求了解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国内各大报竞相加强国际新闻的报
道，派遣驻外记者与日俱增。
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参加，时任《大公报》主编的胡政之以唯一的中国记者的身
份采访了和会，这是我国记者采访国际会议之始。
但这种境外采访仍是临时性的，而非长期驻外。
　　直到1920年10月，我国新闻界驻外采访的新纪元才正式开启。
　　这年秋天，在刚从欧洲回国，深感国内报纸大有必要向国外派驻记者的梁启超的帮助、撮合之下
，上海的《时事新报》和北京的《晨报》“合筹经费，遴派专员，分赴欧美各国，担任调查通讯事宜
”。
两报一共选派了16名特派记者、通讯员前往，人数之多，阵容之强，前所未有。
此举的目的与意义正如两报在《共同启事》中所言：“吾国报纸，向无特派员在外，探取各国真情。
是以关于欧美新闻，殊多简略之外。
国人对于世界大势，便每日研究困难，愈趋隔阂淡漠，此诚我报一大缺点也。
吾两报有鉴于此，特用合筹经费，遴选专员，分赴欧美各国，担任调查通讯事宜，冀稍尽吾侪之天职
，以开新闻界之一新纪元焉。
”①各个记者及其所派驻的国家分别是：陈筑山为美国特派员，陈溥贤与刘秉麟为英国特派员，刘延
陵为法国特派员，吴统续为德国特派员，瞿秋白、俞澹庐（颂华）、李崇武三人为俄国特派员。
同时，《晨报》驻美国特约通讯员为罗家伦，驻英国特约通讯员为傅于，驻法国特约通讯员为张若名
（女）、张崧年。
《时事新报》驻英国特约通讯员为郭虞裳，驻法国特约通讯员为周太玄，驻德国特约通讯员为王若愚
、Gersdavff。
　　尤值一提的是外派俄国采访的三人，是我国最早采访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社会的首批新闻记者。
1920年10月16日，正式离京赴莫斯科，辗转3个月，于1921年1月25日抵达。
路途中，瞿秋白就将其见闻、观感报道给《晨报》。
访问苏俄期间，他们采写了大量的旅行通讯和几十条新闻专电。
在这三个人当中，由于只有俞颂华一人曾在报社工作过，对新闻业务相对熟悉，因而很可能这些未署
名的专电多是出自他的手笔。
在“通信”方面，瞿秋白的采访写作最为突出，有人统计，从1921年6月到1922年11月间，仅《晨报》
发表的瞿秋白旅俄通讯就有35篇，16万多字。
这些通讯在当时晨报所发表的中国人访俄报道中超过了一半，如《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等通讯如实地
、深刻地报道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初期状况，增进了国人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认识。
此外，他还写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通讯集。
除三人合作采写的通讯外，驻俄时间最短的俞颂华单独采写、发表的通讯不在五篇之下，如发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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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上的《与二个俄国人的谈话》、《旅俄之感想与见闻》、《俄国旅程琐记》等。
在莫斯科的短短3个月里，俞采访过列宁和　　与此同时，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在学习之余也
成了《益世报》的驻欧洲通讯员，采访了欧洲政治、经济、工人运动的情况以及中国旅欧留学生、华
工的生活和斗争情况，在此基础上写作的大量旅欧通讯，成为《益世报》国际新闻的亮点。
为提高在新闻竞争中的实力，《申报》此间也在伦敦、巴黎、纽约、柏林、东京等大城市聘请专职或
兼职通讯员，形成较完备的通讯网。
另外，1921年1月创刊的上海《商报》也曾派遣驻外特派员，采访国际新闻，如王新命、龚德柏就曾任
该报的驻日记者②。
　　由于“一战”后列强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国际形势大变，中国在世界大格局中的地
位日衰，而与世界的联系日强。
国际局势的变动可能影响国内民生，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了解外面的世界。
而报纸无疑是“通外情”的最有效的担当者，采用以国人自己的眼光直接采访到的报道，较之从异质
文化的国外通讯社购得的新闻，往往更符合国人的需要。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20世纪20年代驻外采访蓬勃发展。
这标志着读者、报纸对直接采访的重要性的清楚认识与利用。
一方面，这一采访方式突破了地域的界限，拓宽了报道范围，延伸了读者的感官，在采访方式演进中
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驻外采访使得我国报纸对国外的一些重大事件及时自行报道，不是照登外
国通讯社电讯，从而形成自己的报道特色成为可能。
作为一个直接结果，当时报纸上的国外通讯与旅行通讯也日益增多和日趋完美。
但这一时期所派出的“特派员”或者延请的“特约通讯员”，大多不具有新闻业务知识与背景，并且
他们的活动大都以个人名义采访新闻，这势必影响了采访报道的水平，表现在报道形式上，电讯过少
，通讯过多，前者的成就远小于后者。
人们期待着这种格局的讲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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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者从事新闻教学凡三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和学术研究的经验。
《中国新闻采访写作教程》是他在数部新闻采写专著和教材基础上的又一最新力作。
其被教育部评选为新闻采写类的"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实乃名归实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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