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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媒与文化研究丛书·新闻叙事与文化记忆：史态类新闻研究》着重介绍了新闻新品种，报道
内容主要为过去事实的史态类新闻，从概念入手，在概念的理论建构上对其特点、存在类型、文本叙
事、勃兴动因、传播价值及发展走向进行了原创性的全面而系统的研究，通过梳理，《传媒与文化研
究丛书·新闻叙事与文化记忆：史态类新闻研究》能给业界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也给学界的进一步
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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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琴，女，文学博士，现为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传播学系副教授。
先后发表论文《电视深度报道的互文性》《生态类新闻勃兴现象透视》《论消费文化事业中的电视民
生新闻》《四川基层政府在科技传播中的作用》等近20篇；参与并完成多项省部级社科项目研究，参
写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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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言第一节　史态类新闻表征及研究现状第二节　史态类新闻生发的实践基础一、媒介丰富与资源匮
乏——传播技术的影响二、文化记忆与精神守望——社会需求与媒介满的契合第三节 阐释的理论支点
一、新闻与历史视野的意义融合二、新闻价值取向的转变第四节　研究框架第一章　史态类新闻的概
念建构第一节　史态类新闻——新闻的分支一、新闻概念的再厘定二、新闻种类的新分法三、史态类
新闻的界定第二节　史态类新闻的特点一、报道事实静态化二、借新闻由头而复活三、具有清新的认
知性四、表现手法的灵活性第二章　史态类新闻的类型考察第一节　史态类新闻的文本类型一、核心
文本之一：解密新闻二、核心文本之二：纪念性新闻三、边缘性文本：背景新闻第二节　史态类新闻
的媒介表现一、报纸史态类新闻：文字见长样式灵活二、广播史态类新闻：声音为主语言口语化三、
电视史态类新闻：文声画结合深度凸现四、网络史态类新闻：立体化展示交互性强第三章　史态类新
闻的文本叙事第一节　史态类新闻的叙事结构一、标题和导语二、新闻故事第二节　史态类新闻的叙
事策略一、叙述者的复杂化二、多元化的叙事视角三、文本的互文四、悬念与延宕策略的结合五、细
节策略构筑真实第四章　史态类新闻的传播价值探究第一节　意义共契——新闻监管者视角下的传播
价值一、主流话语对历史书写的重视二、重构民族精神——史态类新闻与主流话语的意义共契三、意
义共振的深层机制——意识形态化的媒介第二节　精神守望——新闻从业者角度下的传播价值一、新
闻信息资源的拓展二、新闻传播知性化的助推三、新闻专业主义的彰显四、娱乐化浪潮中人文精神的
践行第三节　需求满足——受者角度下的传播价值一、满足受众求知需要二、成为受众前行的参照坐
标⋯⋯第五章　史态类新闻的生态化发展后记参考文献总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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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史态类新闻的概念建构史态类新闻的生发源于新闻的生发，二者是分支与主干的种属关系。
而新闻的概念及新闻价值取向的变化，为史态类新闻奠定了阐发与推演的依据。
同时史态类新闻虽是新闻的一个分支，其内涵却是一个丰富的范畴，在切入内涵前，立足于史态类新
闻衍生于新闻的特性是我们全面辩证透析、认识史态类新闻无法回避的逻辑前提。
第一节　史态类新闻——新闻的分支一、新闻概念的再厘定迄今为止，我国新闻学著作中都认为“新
闻”一词最早出现在我国唐朝初年（约公元705年左右）出版的《新唐书》中。
书中记载，有位叫孙处玄的文人，因抱怨当时缺少传播海内外新鲜事的书刊而感慨日：“恨天下无书
以广新闻。
”而以“新闻”一词命名的书则出现于唐中末时期的著名文学家段成式的《锦里新闻》三卷。
新闻有确切含义则出现于唐末尉迟枢的《南楚新闻》中，认为新闻为“新近听说过的事情”，此时的
新闻可为传奇，可为野史，无所谓事实的真伪，亦无所谓新旧，唯新奇而已。
真正把“新闻”一词用于时事报道之义的则是与尉迟枢同代的诗人李咸用，他在《披沙集》中写道“
故人不见五春见，异地相适岳影中；旧业久抛耕钓侣，新闻多说战争功。
”“天涯欲行遍，此夜故人情。
乡国别来久，干戈还未平。
灯残偏有焰，雪甚却无声。
多少新闻见，应须语到明。
”报刊意义上的“新闻”一词则始见于宋代赵升的《朝野类要》，该书在谈到当时已存在的“边报”
、“朝报”之后，还提到另一种所谓“衷私小报”，“其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者，皆衷私小
报，率有汇漏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
这里的新闻则是经过刺探采访而见诸报端的政治性较强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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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闻叙事与文化记忆:史态类新闻研究》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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