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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新闻业务学习培训教程。
 全书避免了过于冗繁的理论阐释，突出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在每一部分的理论之后，都有相应的实例来佐证，所选实例又是本着新鲜、典型兼顾的原则，其中很
多为经典的或全国获奖的名篇及名家之作，且尽可能多地融入一些知识性内容，读来不空洞、不乏味
。
 本书通过深入浅出、有理论有实例有练习的讲解，尽快帮助大家完成从入门到提高的过程。
　　实用性。
应该说，实用是本书最大的特点。
主要体现在：一是本书避免了过于冗繁的理论阐释，突出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在每一部分的理论之后，都有相应的实例来佐证，所选实例又是本着新鲜、典型兼顾的原则，其中很
多为经典的或全国获奖的名篇及名家之作，且尽可能多地融入一些知识性内容，读来不空洞、不乏味
。
二是实践体验较多。
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比如像必须牢记的知识要点、该把握的要领、该注意的问题、容易犯的毛病⋯⋯需要提示出来的都尽
量讲明，以引导初学者多走捷径，少绕弯路。
当然，这也是因为作者本人毕竟在新闻一线记者、编辑的岗位上耕耘了25年，这点点滴滴的积累是许
多教书里难以寻觅到的。
三是书后附有带答案的练习，这也是其他同类书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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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盛山，大学本科学历，高级职称，资深编辑、记者。
曾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和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
多年来笔耕不辍，著有《中外寓言二百篇》、《常用谚语两千条》等书，参加过《新华词典》的编纂
工作。
1983年由教育部门调入新闻单位，二十五年来，在编辑、记者工作岗位上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
践经验。
其间，有多篇新闻作品在地方及全国获奖，还先后对《天津邮报》、《书报文摘》等十余家报纸的创
刊给予过帮助与扶持。
授课辅导通讯员达上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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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新闻概述　　第一节新闻的起源与发展　　一、新闻的起源　　新闻的起源，可以说是
自有人类以来就已经产生。
作为一种信息传播的手段，新闻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是密不可分的。
　　在远古时代，人类为了求得生存，常常是群居在一起的。
久而久之，在生产生活中便逐渐形成了一种彼此照应、相互依存的关系。
这种关系的形成也决定了人与人之间必须随时传递、交流各种信息。
比如狩猎时，某一处山头或旷野发现了猎物，需要告诉其他人，让他们过来一起围捕，但由于当时还
没有语言，因此便会发出一种声音或给出一个信号，以便让其他人知道。
再比如，某地突然发现了伤人的猛兽，须尽快通知其他人注意并躲避，于是又会发出另一种声音或信
号。
据记载，非洲南部土著部落什门人往往集合二三百人来协同狩猎，待狩猎结束，他们便又分散成小的
群体。
再集合时，就以火作信号，人们见到火光，便会从四面八方纷纷赶来。
捕鱼是人类重要的生产活动之一。
在捕捞过程中，人们也许会发现经常能捕到某种鱼的地方，这时发现者便会在岸边把这种鱼的形状画
出来，以表明这里有鱼。
别人看到后，在此撒网，很快也捕到了与岸边所画一模一样的鱼。
诸如此类，这种以声音、信号、图画等进行信息传递的方式，便是人类早期新闻的雏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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