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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十二讲。
各讲执笔人如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胡文龙写作一、二、四、七、九讲；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中文系副教授张继缅写作五、六、八、十讲；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涂光晋写作三、十一、十
二讲。
由胡文龙统编全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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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还有一首歌词是： ⑤东江的水，流进我的家门口。
 人们在茶余饭后，在元旦前夕，满心欢喜地欣赏一台文艺节目。
这些语言上的污染，实在令人倒胃口。
①句中的“也许”是个表示不很肯定意思的副词。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只有金奖才是最高的奖项，这里又何须酸溜溜地加个“也许”呢？
如果非要加一个什么词语，不妨用连词“虽然”倒还可以。
②句中的“可能”也确属多余。
③句中的“反主为客”就更弄不懂了。
一般来说，在颁奖仪式上，受奖者是被动者，颁奖者是主动者，是颁奖人给获奖者颁奖。
因此这里的“反主为客”，应改为“反客为主”才对。
④中的“手段”显然是不合适的，不如改成“环节”。
⑤中的“流进”，简直是荒唐。
江水流进家门口，岂不是闹水灾了。
若改为“流经”则会给人以美感。
 上述这些语句，除⑤外，大都带有点评的意味。
由于这些语句不合语言符号的组合规则，或乱用副词，或多余重复，或语意颠倒，或搭配不当，因词
害意，所以不仅污染了祖国的语言，也污染了人们的视听。
措词造句必须严格而谨慎，实在马虎不得。
 再如“凯旋归来”、“胜利凯旋”、“亲眼目睹”、“不尽人意”、“诉诸于武力”、“家俱”、“
渡假”等，也都是错误的用法。
 二、要符合人们对语句的接受习惯 语句是文章中表意的基本单位。
语句可以扩展为句群、段落、篇章。
以表达更为全面、完整的思想内容。
文章按照语意层次的依次排列，也是一种组合，是篇章的组合。
这种按照文章表意需要的展开、衔接与组合，形成了语句的表达序列。
而在新闻评论中则应体现出严密的逻辑顺序，并符合读者的阅读心理与阅读习惯。
如《杀猴儆猴何如？
》（作者吴新标《法制日报》1996年8月8日）： 据说，猴子天生怕见血，见血之后会吓得浑身发抖。
因此，在猴子犯了事时，人们往往利用猴子的这个特点，在猴子面前杀只鸡，以警告猴子，这就是人
们常说的杀鸡儆猴。
但是，人们不禁要问，杀鸡果真能儆猴吗？
 杀鸡儆猴，其认识根源在于人们将鸡看成低等动物，将猴看成高等动物，高低贵贱，处罚不同，低等
的可杀，高等的只可儆。
于是，在我国西周就有了“刑不上大夫”的法律规定，大夫是“猴”，庶民是“鸡”。
当大夫——“猴”犯了法时，就找庶民——“鸡”来杀。
用杀鸡来儆猴，鸡不成了冤死鬼吗？
这样，“鸡”能服吗？
“猴”能儆吗？
因此，如果真要儆猴的话，杀鸡是没有用的，只有找几只确实该杀的猴，在猴的面前杀掉，才能做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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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闻评论》的教学，要紧密联系实际，正确处理讲授、阅读和写作的关系，拟采取课程讲授与课外
阅读和写作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反复实践，不断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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