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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一直欠着年轻学子和新闻工作者一笔债，因为他们曾一次又一次地向我和我的同事们呼吁：能
否编辑出版一套西方的应用新闻传播学教材。
　　年轻人的呼吁是有道理的。
在他们看来，西方的新闻传播实践历史比我们悠久，经验比我们成熟，编写出版的应用新闻传播学教
材紧贴新闻传播实践，操作性与普适性等较强。
我国的应用新闻传播学教材数量虽然不少，但受到年轻人认可的不多，大多数教材的理论框架已明显
弊端，缺乏科学的研究起点，偏重各种枯燥的说教，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
这些年来，有些出版社虽然也出版了一些译本，但因为是零敲碎打，影响力较小，形不成气候。
　　3年前，我和我的同事们决心满足年轻人的这一愿望。
但是，真正做起来又谈何容易。
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写专著难，写教材更难，译教材更是难上难。
写专著虽然讲究原创性，但不求面面俱到，作者可依据自己的意思自由发挥、任意驰骋，理论与观点
的正确与否，文责自负，他人不会做多大讲求。
编教材讲究全面性和权威性，更追求普适性，编写时更应要求严谨，不能有丝毫马虎，但写长写短、
写深写浅，一切又在作者的掌控之中。
而译教材看似容易，但难度甚大，其难度主要有二：一是教材的选择。
在美国和英国数百本应用新闻传播学教材中选择一二十本作为译本，其工程可谓浩瀚，难度可想而知
。
我们通过诸多渠道征集选本，还于2007年7月的暑假期间亲赴美国，找多位美国专家征求对选本的意见
。
二是教材主译人员的选择。
为了尊重教材，不能因为我们的翻译而使原教材走腔走调，主译人员的挑选一定要坚持两个原则，一
要有新闻传播学科背景，二要外语水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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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技记者报道指南（第2版）》所有文章均由本领域最优秀的专业人士写成，有切实的体会和
鲜活的案例，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
对于有志于从事科技报道和科技写作的人士而言，这本书将引领你入门，本领域的杰出人士将手把手
地教会你专门的技艺；对于正在从事科技报道与科技写作的人士而言，《科技记者报道指南（第2版
）》将为你提供与美国顶尖同行交流的机会。
此外，书中所介绍的诸多写作与报道手法也具有普遍性，可应用到各个报道领域。
当中涉及的话题——寻找报道思路、寻找消息来源与获取报道素材、提升写作水平、保证报道的平衡
与客观、面向特定的受众与媒体需求进行报道与写作等，凡此种种，几乎涵盖了新闻报道实践中的所
有重要问题。
任何一位对新闻传播有兴趣的人都能从中获得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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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整个过程中，记下你头脑中闪现的问题是个很好的方法。
下一个步骤就是决定对哪个科学家提问。
　　显然，你必须采访论文的一位作者。
一般说来，论文第一作者承担了大部分工作（通常是位研究生或博士后），排名最后的作者往往是高
级科学家或实验室的负责人（通常不做具体工作）。
但是，高级作者往往能对研究有最全面的把握，能很好地回答问题并能联系相关背景（而且，有时候
他们确实做了很多工作）。
　　通常同几位作者交谈是个好方法，他们可能在研究中从事了不同方面的工作，对研究结果的意义
和重要性也可能有不同的见解。
　　在从事期刊报道时，大多数情况下，你得采访那些未参与该项研究的人，以获得外界的评论。
但是有些记者（尤其是非科技记者）误解了这一要求。
这样做的关键并非为了找出一位对研究结论持异议的人士，好说你的报道做到了“平衡”。
这是种愚蠢的想法，被那些持有传统的“两面都说”报道模式观点的非科技记者所提倡。
（这种想法或许适用于政治或者犯罪等领域的报道，若用于科技类报道，就显得荒谬。
不然，每条关于卫星的太空报道都要用“地球平面理论协会”的评论了）。
　　事实上，外界评论的目的是为读者提供一个明智的判断，这种判断出自学识渊博、能理解和欣赏
论文价值的专家。
　　当然，并非所有有能力的科学家都一定会对论文做出相同的评价，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
比如，你得知道某个领域的科学家们是否分成了两派，观点互相对立。
遇到这种情况时，寻找两方的不同观点就非常合适。
另一方面，若将个别人的反对意见与代表大多数人科学共识的赞同意见置于同等位置，这样做则是极
不负责任的。
　　通过论文后面的致谢辞和参考文献，你可以发现一些可供采访的专家。
你可以询问论文的作者，让他们指出对此项研究最熟悉的是谁，事实上，你也可以向作者索要这一领
域持有不同意见（甚至反对意见）的人的名字。
优秀的科学家是会告诉你这些的。
　　另一个好方法是，找出在该领域有卓越成就的大学或研究院，假如你要赶时间，就更应该这样做
。
那些机构的公共信息事务员会帮你立刻联系到专家。
例如，要写一篇有关亚原子颗粒的报道，可以联系费米实验室，要写有关纳米技术的报道，你可以联
系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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