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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闻知识概述 

【案例一】英华众兵讨伐太平天国 

克复嘉定前一日，已经官兵攻打一仗。次日西兵攻城约有二点一刻，其城

即破。英华众兵同时进城，城内发贼无多，杀伤者不过二百余名。英军受伤十

六名，阵亡一名，法兵受伤四名，常胜军死亡受伤十二名。 

【分析】 

这是 1862 年 9 月 6 日《上海新报》发的一篇关于太平天国的消息。这则消

息涵盖了新闻的六要素：“前一日”和“次日”（When），“英华众兵”（Who），

“嘉定城”（Where），“英华众兵攻嘉定城”（What），“讨伐发贼”（Why），

“克复嘉定城，英军受伤十六名，阵亡一名，法兵受伤四名，常胜军死亡受伤

十二名”（How），具有消息的雏形。 

 

【案例二】敌忾同仇 

中法自开仗之后，华人心存敌忾。无论商贾役夫，亦义且同仇。近闻法人

在港购煤甚急，遍觅港中存煤，多属华人之货。法人虽出重价，而华人亦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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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与敌人。即彼别有所购，亦乏工役搬运，盖挑夫盘艇均已联行，誓不为法役……

人心如此，法尚不知难而退，岂欲自寻败亡而后已耶。 

【分析】 

这是 1884 年法国挑起侵略中国的战争，时年 10 月 13 日广州《述报》发表

的一篇题为《敌忾同仇》的新闻。新闻的语言尽管半文半白，却简洁流畅，已接

近当时的口语，并能寓情感于新闻事实之中，表达了报纸的观点和倾向。该篇新

闻已摆脱以往官方文书用语，加强了新闻特有的语言风格，开创了“报章文体”。  

 

【案例三】卫生部紧急通知立即停用亨氏美味源辣椒制品 

中新社北京 3 月 5 日电（记者  曾利明）国家卫生部今天发出紧急通知，

要求各地餐饮单位立即停止使用亨氏美味源（广州）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辣椒

制品，并对该公司进行监督检查。 

通知说，近日工商和质检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现，亨氏美味源（广州）食

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美味源牌金唛桂林辣椒酱含有苏丹红（一号）色素，违反了

《食品卫生法》和《食品添加剂卫生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为保护消费者的身

体健康，卫生部要求各类餐饮单位不得使用亨氏美味源（广州）食品有限公司

生产的辣椒制品，并对已购入的辣椒制品就地封存，向卫生行政部门通报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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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并在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督下销毁。 

卫生部要求广东省卫生厅立即组织对亨氏美味源（广州）食品有限公司进

行调查，重点调查苏丹红（一号）的来源、添加范围以及产品的流向，对调查

发现的线索要及时向卫生部通报。  

【分析】 

这篇报道具备新闻的几个基本要素，即“5W＋1H”。何人（Who）：国家

卫生部；何时（When）：2005 年 3 月 5 日；何地（Where）：北京；何事（What）：

卫生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餐饮单位立即停用亨氏美味源辣椒制品，并对

该公司进行监督检查；为何（Why）：近日检查发现亨氏美味源牌金唛桂林辣椒

酱含有苏丹红（一号）色素，违反了《食品卫生法》和《食品添加剂卫生管理

办法》等有关规定；如何（How）：卫生部要求各类餐饮单位不得使用亨氏美味

源（广州）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辣椒制品，对调查发现的线索要及时向卫生部

通报。 

 

【案例四】两家报道“拉宾遇刺”的消息 

一家日报的开头：“拉宾昨晚遇刺。” 

一家晚报的导语则是：“‘我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一位街头妇女说。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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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城市民处于一片悲痛之中，以悼念昨晚被刺的拉宾。” 

【分析】 

日报发的是典型的硬新闻，事件重大，时间紧迫，重在将拉宾被刺的事实

尽早报道出去。晚报由于发稿要晚于日报，其新闻的时间性和重要性自然要下

降一个档次。因此，硬新闻就采用了软新闻的手法来处理。可见，新闻的硬与

软，时间的因素往往比重大性更具有决定意义。 

 

【案例五】什么新闻才有新闻价值 

中国新闻网  3 月 19 日 10 时 37 分许，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利民路一个仓库

发生火灾。记者前往现场采访时被当地政府官员反复告知“火灾没有造成人员

伤亡、财产损失不大、没有新闻价值”。当记者问及着火仓库的所有者、存放

何种货物、损失等情况时，官员则缄口不言。 

【分析】 

某一事件是否有新闻价值，是新闻教学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媒体负责

人和新闻从业人员需要做的即时判断。一个仓库发生火灾，专司仓库的人员及

分管领导一边忙于善后，一边“义务”给媒体负责人和记者“帮忙”，甚至站在新

闻学的高度对该事件分析、定性，似乎是为了减少媒体没必要的人力物力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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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是想掩盖事实，想推脱责任。 

 

【案例六】凯利死亡风波 

2003 年 5 月 29 日，BBC 记者吉利根撰写了一篇广播报道。该报道称，一

个资深和可靠的消息来源说，英国政府为强化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理由，授意

在 2002 年 9 月发表的关于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报告中，添加了萨达姆有能力在

45 分钟内部署生化武器的情报。报道播出后在英国引起轩然大波。作为吉利根

报道的主要消息来源，曾长期参与联合国对伊武器核查的英国防部伊拉克武器

问题专家戴维·凯利博士，在自己的名字被国防部公开，并接受英议会有关委员

会公开质询后不久割腕自尽。 

为此，英国大法官赫顿于去年 8 月初正式开始对凯利之死展开独立司法调

查，2004 年 1 月 28 日公布了其调查结果：凯利可能因“无法承受个人声誉受损”

而自杀，布莱尔政府在处理对伊情报方面不存在蓄意渲染的行为。同时，赫顿

报告严厉批评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工作，称吉利根关于政府蓄意夸大伊拉克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的报道是“没有根据的”；BBC 负责人在核实吉利根的报

道问题上存在失职行为，BBC 的新闻编辑工作存在缺陷。 

赫顿的指责迫使 BBC 董事会主席戴维斯于 28 日晚宣布辞职；29 日，格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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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戴克辞去公司总裁的职务。随后，凯利死亡风波的中心人物、英广记者吉利

根也黯然辞职。 

【分析】 

对于记者来说，新闻采访的事实来源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经验，也就是记

者直接到现场采访；另一种是间接经验，由消息提供者提供。间接经验特别需

要记者去核实清楚。未经查证的新闻容易造成失实，会引发严重后果，凯利事

件便是典型的例子。 

 

【案例七】SARS 疫情的连锁反应 

2002 年 11 月，SARS 悄然来袭。翌年，人类的生命遭受到这种新流行性疾

病的严重威胁。 

事发于 2003 年春节后，病毒由一名带菌者在广州与香港之间传播，然后迅

速扩散至新加坡、越南、加拿大等地。SARS 不断由一地区传至另一地区，引发

了全球性的关注和恐慌。 

SARS 对疫区的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中国政府的形象也因此受损。为此，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 2003 年 4 月 2 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非典型肺炎防

治工作，并要求有关单位不可对疫情“缓报、瞒报、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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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 SARS 事件中，由于部分地方政府的措施不当，疫情蔓延。虽说官

员难辞其咎，但媒体也难逃其责，新闻从业员忽略了本身持危扶颠的职守，未

及时衡量事情轻重缓急，考虑整体的利益，针对疫情做出真实客观的报道。也

许传播媒体碍于某些外力因素无法公开真相，然而事实证明，欺瞒的恶果，只

会是更严重的危害和更庞大的社会代价。 

【分析】 

隐瞒实情不仅打击了媒体公信力，而且导致社会不得不承担更沉重的代价。

在“非典”事件中，各种连锁反应我们必须引以为鉴。由于有意或无意地隐瞒

实情，国际社会因此对中国公布的 SARS 疫情产生怀疑，致使外国元首拒绝来

访，广州交易会的客商不敢出席订货，导致我国的外交与经济都蒙受打击。 

 

【案例八】15 斤牛肉干送不出去 

上海《新民晚报》曾刊登一则新闻： 

3 月 13 日，南市区老西门工商行政管理所里来了一个操四川口音的外地人，

要求把他随身带来的 15 斤牛肉干收购处理。 

原来，他是四川省奉节县机械厂的干部，名叫向友府。他这次来上海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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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业务，本来以为“圆图章不及熟面孔，不送礼办不成事”。为了让工作进

展顺利，他特地在当地买了 15 斤牛肉干，作为联系工作时拉关系之用。可是他

到上海两个星期来，去了化工局、农机公司等五六个单位，都拒绝收礼，15 斤

牛肉干一斤也没送掉。向友府在要求收购的申请书上写着：“我已圆满地完成

了任务，所带的牛肉干只得请你们协助，按照上海规定牌价处理。”南市区工

商局决定按市价收购后，交给老西门中华食品店按牌价出售。 

【分析】 

这则新闻寓意深刻，语言朴实无华，通俗易懂，读起来上口，没有大而无当

的华丽辞藻，与平时说话一般。新闻从抵制不正之风这一角度出发，陈述事情的

缘由和经过，反映了人们良好的精神面貌，别开生面，引人入胜。 

【案例九】中国，充满投资机会  东部沿海百家“三资”企业调查（节录） 

新华社北京（1990 年）9 月 14 日电  记者最近对东部沿海地区 100 家“三

资”企业进行的调查发现，有 39 家已先后追加了投资，这表明外商在中国投资

是有利可图的。 

这项调查是上个月进行的。记者就企业是否有利可图、是否享有自主权以

及基础设施建设和优惠政策如何等几个问题，采用相同的采访提纲，选择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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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上海、江苏和山东 5 个省市的 100 家“三资”企业逐家进行了调查。 

在被调查的 100 家企业中，有 77 家已取得了可观的利润。在尚未盈利的 23

家企业中，因经营不善等原因而亏损的只有 8 家。其余 15 家未能获利的原因包

括：快速折旧、处于还贷期或处于开业投产初期，等等。这些企业的经营者认

为盈利对他们来说是早晚的事。 

日商独资企业厦门莆田服装有限公司对所在地区提供的基础设施感到满

意，总经理佐藤忠良对记者说：“这里的基础设施与海外相比已相差无几。”

同在这一地区的中美合资鹭美存储盘片有限公司总经理杰瑞先生作了更高的评

价：“厦门陆、海、空交通具备，通讯良好，人才集中，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地

区。”另外 98 家企业在回答记者关于“你对所在地区基础设施作用如何评价”

的提问时，回答“较好”“一般”“较差”的分别为 58、22 和 18 家。 

调查表明，有 76 家企业对中国员工的素质表示满意。中国和联邦德国合资

兴办的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马丁·波斯特博士评价说，勤劳、智慧、积极、

坦诚的中国合作者是联邦德国技术得以发挥效益的重要保证。 

记者列入调查的其他一些问题还有：“你对政府提供的服务有何评价”“你

是否拥有生产经营自主权”“你在中国的业余生活如何”等。18 家企业的外商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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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府是外商投资企业的支柱”“政府的帮助是实实在在的”，而 17 家则认

为“没有得到政府多大的帮助”。82 家表示他们拥有较大的自主权，能够独立自

主的管理企业，另外 18 家则称常常受到来自企业外部主要是一些政府部门的牵

制和干预。大多数外商对业余生活的“单调”“枯燥”感到失望。 

 

【分析】 

该新闻作品曾获得首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这条新闻完全用事实说话，

说明了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一直没有改变，而且在进一步深入发展，解除了一

些外国投资者的疑虑，也回击了西方一些别有用心者的造谣污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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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新闻明鉴 

一、“新闻”一词的由来 

据西方史料记载，“新闻”一词最初意为德文的“旅行”，后来逐渐演变

成“报道”；15 世纪以后，“报道”发展为“新闻”，意为“绝对新颖的事物”。

16 世纪初，在德国出版的《三十行书翰》誊本中，“新闻”一词被用作印刷物

的代名词，已具有现代新闻纸的意义。但据《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新闻”

一词作为“新闻报道”首次使用是在 1423 年，时年苏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旅行

回来后对友人说：“我把可喜的新闻带给你。” 

英语“News”一词，源于希腊语。据说在报纸出现以前，人们将一些大家

关心的事件公布在公共场所的布告牌上。布告牌上方标有四个方位词的首字母

N、E、W 和 S，以表示信息来自哪个方向。1622 年创刊的英国《每周新闻》则

以 North（北面）、east（东面）、West（西面）、South（南面）四字的第一个字

母拼成 News 来解释“新闻”一词，意指四面八方的消息。 

在中国，“新闻”一词的出现早于西方。甲

骨文和金文中就有“闻”字。“新闻”两字连用，

 

文献作品中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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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出现在唐代诗人李咸用的《批沙集·春日喜逢乡人刘松》：“旧业久抛耕钓侣，

新闻多说战争功。”《新唐书》记载：“孙处玄，长安中征为左拾遗。颇善属

文，尝恨天下无书以广新闻。神龙初，功臣桓彦范等用事，处玄遗彦范书，论

时事得失，彦范竟不用其言，乃去官还乡里。以病卒。” 

二、新闻的起源 

唯物论者认为，新闻是一种信息传播，它是在人类的生产劳动实践中为适

应人们的需要而产生的。 

原始社会的新闻传播活动是就其广义而言的，由于当时还没有产生专门采

集新闻的机构，新闻传播活动确切地说只是人与人之间简单的信息传递，这就

是最早的新闻现象。 

新闻传播活动的发展，取决于两个最基本的条件：第一是社会对信息的客

观需求；第二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能为新闻传播活动提供什么样的物质手段。两

者都是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的。生产的发展、产品的交换，使人们的联系和

交往进一步密切起来，人们对信息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多，传播的内容逐渐丰富

充实，传播的范围日益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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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类学家的调查研究，人们在早期的社会

实践中创造和使用了口头传播、信号传播、符号传

播、文字传播四种传播新闻信息的方式。 

三、新闻的定义 

对于新闻的定义，国内外新闻界颇有争议。 

（一）国外新闻界对新闻的定义 

新闻是经过报道的、新鲜有趣的消息、信息和最近发生的事情。 

—— 《牛津简明词典》 

新闻是已经或正在或将要发生的事实的最及时的报道。 

—— 《加拿大英语词典》 

新闻是新近报道的事情。           —— 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莫特 

新闻是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 [美]卡斯特（《新闻学原理》） 

新闻就是把最新的现实的现象在最短时间距离内，连续介绍给最广泛的公众。 

                                              —— [德]比德特 

 

四种新闻传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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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是变迁的记录。                          —— 英国《泰晤士报》 

新闻是关于突破事物正常轨道或出乎意料的事件的情况。 

—— [美]麦尔文·曼切尔 

新闻是最近发生的、能引起兴味的事实。能引起最大多数读者的最大兴趣

的新闻就是最好的新闻。             —— 美国威斯康星新闻学院教授白赖耶 

新闻就是能够唤起读者、唤起人们的关心，进而教诲他们，鼓舞他们并使

他们能够得到乐趣的一种对人们活动的最事实的记录。 

—— 美国《现代新闻报道》华连 

新闻就是同读者的常态的、司空见惯的观念相差悬殊的一种事件的报道。 

—— 美国《宣传与新闻》阿维因 

新闻是社会上大多数人感兴趣，而且在彼此以前从未对它注意过的那些事情。 

                          —— 美国《纽约太阳报》主编查理斯·达纳 

新闻是根据自己的使命对具有现实性的事实的报道和批判，是用最短时距

的有规律的连续出现来进行广泛传播的经验范畴的东西。    —— [日]小野秀雄 

新闻是把最新的事实，精确而迅速地印刷成了使多数人感兴趣而有益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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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就是 news。                                  —— [日]后藤武男 

《纽约时报》编辑的马克尼尔在其著作《毋惧勿宠》中指出：“新闻是经过编纂    

而在报上发表的事实与事件的综合体，这些报道对读者具有时兴趣味及重要性。” 

可以说，以上均是较严肃的、较严格意义上的新闻定义。西方有些实用派

还对新闻进行了另类定义，严格地说不是定义，而只是强调新闻的“反常”“猎

奇”这一面，如： 

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 《纽约太阳报》采访部主任约翰·波加特 

新闻有赖于三个“W”：Women（女人）、Wampum （金钱）、Wrong-doing（犯罪）。 

              —— 《纽约先驱论坛报》采编主任斯坦利·瓦利克尔 

凡是能让女人喊一声“哎哟我的天呀”的东西，就是新闻。 

—— 美国堪萨斯州《阿契生布环球报》主笔爱德华·贺 

（二）国内新闻界对新闻的定义 

我国著名新闻教育家，被誉为“新闻教育界第一位大师”和“新闻学界最

初开山祖”的徐宝璜在《新闻学》中，给新闻下的定义是：“新闻者，乃多数

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之事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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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被后人誉为“新闻全才”“乱世飘

萍”“一代报人”“铁肩辣手，快笔如刀”的近代新闻史上著名报人邵飘萍在

《新闻学总论》中说：“新闻者，最近时间内所发生认识一切关系于社会人生的

兴味、实益现象也。” 

在我国新闻学术界，最权威的新闻定义，是 1943 年陆定一提出的：“新闻

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 

我国杰出的新闻记者范长江对新闻下的定义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

知的重要事实。”  

复旦大学王中教授引入传播学概念，把新闻定义为：“新近变动的事实的

传布。”  

中国人民大学甘惜分教授则把新闻定义为：

“报道或评述最新的重要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

手段。”  

上复旦大学教授宁树藩认为：“新闻是向公

众传播新近实施的讯息。” 

清华大学教授刘建明认为：“新闻就是对新近或者正在发生发现的、对公

 

第二代新闻学的新闻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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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有知悉意义的事实的报道。” 

本书姑且认为，新闻是指通过报纸、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等媒体途径所

传播的信息的一种称谓。新闻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就其广义而言，除了发

表于报刊、广播、电视上的评论与专文外的常用文本都属于新闻之列，包括消

息、通讯、特写、速写（有的将速写纳入特写之列）等。狭义的新闻则专指消

息，消息是用概括的叙述方式、比较简明扼要的文字，迅速及时地报道国内外

新近发生的、有价值的事实。 

四、新闻要素 

新闻要素是指构成新闻事实的主要因素。19 世纪 60 年代由西方新闻界首先

提出“新闻五要素”，包括何时（When）、何地（Where）、何人（Who）、何事

（What）、何故（Why），它概括了新闻事件本身存在的客观联系，对新闻采访和

写作有一定的积极指导作用。新闻五要素是每篇新闻中不可缺少的五个方面，

也是对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 

1913 年，广学会翻译出版了美国记者休曼的《实用新闻学》，把新闻五要素

介绍到中国。19 世纪 80 年代，随着调查性报道的兴起，西方有些学者又提出了

“新闻六要素”，认为除五个“W”之外，还应该有一个新闻要素“H”，即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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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何（How）。取每个英文字的头写字母，简称“五 W 一 H”。新闻作为一种

以叙事为主的文体，它的基本要素和语文界常用的记叙文的六要素是一致的。 

后来，随着报纸读者数量的下降，编辑们更希

望在新闻报道中能够回答另外一个问题：跟读者有

了什么关系？对读者有什么影响？报道是否包含读

者感兴趣的内容？这样，新闻就有了七要素，即何

人、何事、何时、何地、为何、如何、与读者有什么关系。 

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大学新闻学教授卡罗尔·里奇在《新闻写作与报道训

练教程》中提出了获奖记者的两条原则：让读者看见，令读者在乎。所谓让读

者看见，即要让报道有画面感，有现场感，给读者强烈的视觉形象；所谓令读

者在乎，即报道的内容与读者相关，让读者感兴趣，能够抓住读者。 

值得注意的是，新闻六要素不是都要在每篇新闻的导语中全部出现，有时

根据需要突出其中的某一项或二项要素，其他要素可以在导语后补充交代。 

（1）突出人物因素。据新华社桂林 6 月 22 日电，美国总统克林顿今天坐上

总统专机从上海抵达桂林，进行他中国之行的第四站访问。 

（2）突出地点因素。吐鲁番消息：一向以“火洲”著称的新疆吐鲁番将通过“西

 

新闻六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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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东调”水利枢纽工程解决用水紧张难题。通过该工程，吐鲁番流域内五条河流

的水资源将得以平衡，将不再受制于水资源短缺的困扰。 

（3）突出事件因素。成都消息：都江堰鱼嘴工程 1 300 米处将建拦水大坝，

2600 年前李冰父子心血将毁于一旦。 

第二节  新闻的特点和分类 

一、新闻的特点 

新闻的特点是真实性、及时性、实证性、开放性、变动性和简明性，其中最

重要的是真实性和时效性。 

（一）事实的真实性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如果新闻采写不尊重事物本来的面目，那就不会取得

人们的信任。新闻中所列举的真实事实还必须是典型的、带有普遍意义的、能

反映本质和主流的真实事实。 

（二）采写的及时性 

新闻是一种极重时效性的文体，当真实的事实发生时，要凸显新闻的

“新”，就得反应及时，及时地捕捉，如实地采写，及时地报道，及时地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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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迅速及时地采写与报道。如果写人家早已写

过的、人家早已知道的过时事实和过时内容，那就是一条毫无价值的旧闻。新闻

是“易碎品”，“今天的新闻是金子，昨天的新闻是银子，前天的新闻是垃圾”。 

（三）写作的实证性 

所谓实证，即新闻要让事实本身说话。新闻要反映生活的特殊规律，主要

就是让写作的事实本身说话，而不是靠新闻工作者的主观解读。为此，我们在

采写时，一般应交代清楚有关人、事、时、地、因果和意义等要素。 

（四）信息的开放性 

新闻是一种内容广泛的、有价值的信息，它在传递过程中，往往不受时空

限制，具有冲破闭锁隔绝的现象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突出地表现在它的受众

广泛和影响广泛。 

（五）内容的变动性 

新闻反映的是变动中的客观事实，这就使得新闻的内容包罗万象、变化多端。 

（六）语言的简明性 

新闻不是长篇文学作品，不能让阅读者细嚼慢咽地欣赏，受众需要在最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