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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外名记者及其新闻风格》是对19世纪末以来中国、法国、美国、意大利、德国、捷克、日本
等国的中外著名新闻记者，特别是采访过世界重大事件的顶尖名记者的介绍。
对他们的生平事迹、采访艺术和技巧、名著名篇进行研究和解读，从中体察他们的新闻风格，以培养
新闻专业学生崇堂正义、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忠于事实的品格，提高他们敬业献身的精神，
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新闻观，掌握灵巧智慧的采访和写作艺术，在繁复、隐秘的事件和人物采访中，
能随机应变，探询事实的真相，写出有社会价值的新闻。
帮助在校学生毕业后能尽快进入角色，胜任自己承担的工作。
　　《中外名记者及其新闻风格》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讲述了新闻记者的艰辛、甘苦和辉煌，
鼓励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投身时代的洪流，沿着世界知名记者的道路，努力做一名大变革时代的有作为
的新闻记者。
本书可以作为大学新闻系本科生的选修课教材，也可以作为新闻系研究生和青年新闻工作者的业务参
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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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尹均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华中师范大学新闻系教授，长期从事新闻学和报告文学研究。
曾任校出版社总编辑、校教学委员会委员、现当代文学博士点散文报告文学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湖
北省社科委员，1999年被授予湖北省新闻出版界终身荣誉“湖北出版名人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
现任湖北国际友人研究会会长、湖北散文学会会长、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顾问、《广播电视大学
学报》学术顾问。
多次主办斯诺新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已出版《报告文学纵横谈》(1983)《新闻体裁写作》(1985)《国际报告文学研究》(1990)《斯诺评传
》(1 996)《国际报告文学的源起和发展》(2009)等著作16种。
在人民日报、《求是》杂志、解放军报、红旗文稿、中国记者、光明日报通讯、文艺报、文艺争鸣、
中国报告文学、外国文学研究等国内外报刊发表新闻写作、报告文学研究论文200余篇。
其论著被录入“中国国家图书馆特殊资源书目”，业绩为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部录入《共
和国60年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实践卷)，十多篇论文为中国人大资料社全文刊载。
其研究成果多为同行研究者和大陆、台湾博士生引做参考文献。
传略收入《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家辞典》、《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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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巴黎公社的战士、目击者和记录人——利沙加勒第二章 美国新闻界的“拿破仑”——约瑟夫
·普利策第三章 享誉世界的新闻报业巨人——沃尔特·李普曼第四章 “十月革命”的历史见证人—
—约翰·里德第五章 拍摄曙光、采撷“圣火”的政治记者——瞿秋白第六章 中国现代新闻事业的鼻
祖——邵飘萍第七章 跨越欧亚大陆的“怒吼的新闻记者”——埃贡·埃尔温·基希第八章 20世纪西方
认识中国的导航者——埃德加·斯诺第九章 中国情结书写传奇一生——海伦·福斯特·斯诺第十章 
不畏坎坷、记录时代的强音——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第十一章 为正义而战的无产者的女儿——艾格
尼丝·史沫特莱第十二章 中国女兵记者第一人——谢冰莹第十三章 中国现代新闻记者之先锋——范
长江第十四章 杰出的新闻记者和爱国志士——邹韬奋第十五章 时代变迁中的中国报业巨子——王芸
生第十六章 世纪中国的观察家——爱泼斯坦第十七章 天下风云一报人——索尔兹伯里第十八章 欧洲
战场勇敢的中国战地记者——萧乾第十九章 中国写“西行漫记”的新闻记者——赵超构第二十章 抗
日战争中升起的记者新星——黄钢第二十一章 从战地记者到社会主义新人的歌手——穆青第二十二章
一曲高歌响彻神州——抗美援朝战地记者魏巍⋯⋯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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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蔡元培在北大时，治校遵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
之有故，听其自由发展。
校内各种新文化活动，他都予以支持。
1918年10月14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新闻研究团体“北大新闻研究会”正式成立，蔡元培亲任会长，
并为该会制定了8条简章，其宗旨为“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研究的内容则包括：新闻之
范围、采集、编辑、选题以及新闻通讯法、新闻纸与通讯社之组织。
研究会成立后，因蔡元培校务繁忙，实际工作均由北大文科教授徐宝璜主持。
我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开拓者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称该会是我国“报业教育之发端”。
同年10月30日，《北京大学日刊》第238号刊出“新闻研究会启事”：“本校现增聘邵振青先生为本会
导师，⋯⋯每星期日上午十时至十一时，由邵先生担任演讲。
”11月3日邵飘萍首次讲课。
5日，《北京大学日刊》第245号刊出《邵振青导师在新闻研究会之演说》全文内容。
翌年春，即第二学期起，邵飘萍的课时增至每周两小时。
邵飘萍主要为新闻研究会学员讲授新闻学基础知识、新闻材料的采集方法以及对记者的修养要求，学
生的学习辅导也由其负责。
邵飘萍传授新闻采访之学，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他认为：新闻之学，期于应用，尤贵在多所经验
，这一思想也成为其写作《实际应用新闻学》的纲领。
在授课过程中，邵飘萍主张新闻记者要尽自己的天职，平社会之不平，不能屈服于舆论之制裁。
他针对访员不能自重人格，对于新闻材料不忠实舍取，不求实际真相的态度，要求记者应以探究事实
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
只有不受诱惑，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不因他人名誉为无足轻重而轻逞造谣之技，进而才能忠实取舍
新闻材料，取信于民众，取信于社会。
就此，邵飘萍以张勋复辟时的自己的切身经历为例，说当时新闻编译社被封，北京的电报局也被辫子
兵所占，为尽快探询实情，他就像战地记者一样，冒着生命危险，从北京乘临时列车，一路采访至天
津，并马上发电到沪上诸报馆。
他以强烈的事业心感染学生，强调新闻记者探究事实不欺阅者的重要性。
此外，飘萍在课堂上，还就新闻的基本概念、价值、真实性、时效性、采访手段等基本规律，进行了
系统的传授。
他要求记者具备必需的知识与经验，善于观察、推理和联想，机警、敏捷、不失时机，不放过细密之
处，进而能判断出新闻的价值所在。
针对各种仪式、突发之天灾地变、传染流行病以及突发事故和杂事，他都列了若干类各十几个要点，
让会员能够真正做到举一反三，学会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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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外名记者及其新闻风格》是由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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