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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取了七类常见的代表性专业新闻，从理论和实务操作两个层面，结合新闻传播业的现实发
展，借鉴新闻传播学及邻近学科的观点与方法，就专业新闻的定义、性质、功能、历史发展、采写等
重大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讨论，力图将专业新闻的研究在学理上推进一步。

本书特色在于，和类似研究相比较，本书没有仅仅停留在对专业新闻作为实务操作的经验性描述上，
而是以理论性较强的话语，提升对专业新闻的理性认知；选用新闻传播实践的最新案例，跟踪、厘清
专业新闻的历史性发展与现实可能性；通过扩展与阐述专业新闻的社会图景建构功能，深刻理解与把
握新闻的意义，有利于新闻工作者超越对新闻的技术性认知，在更为理性、宽广、深刻的视野关照下
从事专业新闻的实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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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克龙
男，汉族，1969年4月26日出生，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人，现落户长沙。
200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副教授。
学术兴趣广泛，对文史哲诸学科均有探究之兴趣，现主要研究新闻与传播文化。
公开发表数十篇论文，并出版专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动物叙事研究》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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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专业新闻研究的过去与现状
第一章 社会新闻的发展及其重构“社会”的作用机理
　第一节 “社会+新闻？
”：社会新闻的定义与报道范围
　第二节 由附庸而蔚为大观：社会新闻发展小史
　第三节 发现新“社会”与重建“共同体”：社会新闻的功能及其“想象性”作用方式
　第四节 价值确认与故事化呈现：社会新闻采写要津
第二章 环境新闻的历史与报道可能性
　第一节 中西环境新闻报道简史
　第二节 环境新闻报道的深度化
　第三节 环境新闻报道的写作
　第四节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出台与环境新闻报道
第三章 经济新闻的性质与功能、发展史及写作
　第一节 经济新闻的性质与功能
　第二节 经济新闻发展小史
　第三节 经济新闻记者的素养
　第四节 经济新闻的写作：一般原则与特殊要求
第四章 娱乐新闻：“文化转向”、传受机理与操作规程
　第一节 “娱乐不在别处”：娱乐与娱乐新闻的辩证法
　第二节 从“高雅文化”到“大众文化”：娱乐新闻的“文化”困境
　第三节 “娱乐意识形态”与娱乐新闻的内在逻辑
　第四节 “娱乐道德”与娱乐新闻的接受心理
　第五节 “光线十五条”与娱乐新闻的操作规程
第五章 卫生新闻报道与健康传播
　第一节 卫生新闻的再定义及其特征
　第二节 日常性与突发性：两类卫生新闻报道的写作
　第三节 卫生新闻：走向健康传播
　第四节 健康传播的知识范围与议题设置
第六章 体育新闻：概念、历史与写作
　第一节 体育新闻：定义辨析、报道范围与特征
　第二节 中国体育新闻发展小史
　第三节 客观化与狂欢化：体育新闻写作面面观（一）
　第四节 客观化与狂欢化：体育新闻写作面面观（二）
第七章 灾难新闻的“审美”性、国家形象建构功能与报道规范
　第一节 灾难（灾难性事件）、灾难新闻、灾难新闻报道
　第二节 灾难新闻：特殊的审美文本
　第三节 灾难新闻报道：议程设置与国家形象建构
　第四节 灾难新闻报道：一些有益的操作规范
　第五节 灾难新闻报道：避免“审美的偏至”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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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导论专业新闻研究的过去与现状 作为一种新闻传播实践，“专业新闻”在上古时
期的歌谣里就已经有所体现。
如“日抹胭脂红，无雨必有风”，就相当于一则简明的气象新闻。
由歌谣演化而来的“唱新闻”直至“说新闻”、“画新闻”、“图儿”等，虽然其作为专业新闻的规
范性融而不明，传播的范围亦相当有限，但仍在其后漫长的历史时空里充当了专业新闻的有效载体。
而在可以称得上较为正式的新闻传播媒体里出现的专业新闻，则可以追溯到汉唐时期就已出现的《邸
报》。
虽然，从专业新闻的角度看来，《邸报》刊登的大都是皇帝起居、朝廷动态、官吏任免赏罚、章奏疏
表等内容，约等于今之所谓“时政新闻”的范畴。
但从元朝开始，《邸报》上开始出现时政新闻之外的其他专业新闻，如社会新闻。
明朝时，经济新闻、教育新闻等亦进入《邸报》新闻范畴。
之后，到了清代，中国近代报业开始兴起，各种专业新闻开始次第进入大众传播，便成为不可逆转的
趋势。
 民国时期的新闻教育界和新闻学术界开始关注专业新闻的教育、理论问题。
一般认为，创办了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谢六逸是最早开始注重在大学新闻系中进行专业新闻教育的人。
但从其专业新闻教育思想来看，他所谓的新闻“专业教育”，其实更多的是对新闻的专业性学习，其
中既包括新闻学知识，也包括本国文学、英文、政治、经济、历史等其他通识性知识，与现今所谓“
专业新闻”的概念不可同日而语。
倒是中华新闻学院，当时开设了很多现在意义上的“专业新闻”课程。
 专业新闻研究的过去与现状在对专业新闻的理论认识方面，民国时期已有关于专业新闻分类的意识。
比如戈公振在其《中国报学史》一书中，就已大量涉及专业新闻的内容。
虽然他并没有提出明确的专业新闻概念，对专业新闻的分类也显得凌乱，但究竟在此问题上回应了专
业新闻的实践。
在其他一些新闻学理论著作里，也能看到相关的专业新闻分类。
如在《新闻学集成》中，就有将专业新闻分为个人新闻、疾病死亡自杀新闻、罪恶新闻、商业新闻、
科学新闻、体育新闻等类别的观点。
胡道静认为，从报道对象来看，新闻可以分为政治新闻、经济新闻、社会新闻、教育新闻、体育新闻
、国际新闻等。
这个分类，已经和现在的专业新闻分类基本一致了。
这说明从戈公振到胡道静，民国时期关于专业新闻的认识，已经日趋成熟。
 1949年以后，专业新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由于政治话语的强势介入，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在新闻传播实践还是理论研究方面，专业新闻的发
展实际上都处于停滞阶段。
新时期以来，专业新闻在传播实践上日渐繁荣，相关研究也开始呈现较为热闹的局面。
整体看来，一是研究成果的数量大幅增长，二是研究路径大为拓展。
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例如大量研究集中在经验性描述上，理论深度有所欠缺；研究的集中
度不高，显得凌乱琐碎；研究还存在媒介选择性问题，即某种媒介上的专业新闻会受到较多关注，而
另外的则较少被关注等；2011年10月25日，笔者以“环境新闻”为关键词搜索国家图书馆联机公共目
录，在“中文及特藏文”数据库搜索结果为24条。
其中硕士论文19篇，博士论文1篇，专著4部。
4部专著，分别是《环境新闻评论集》《许正隆环境新闻作品选》《抗争与绿化：环境新闻在西方的
起源、理论与实践》《报人论报：环境新闻与环境报业》。
20篇硕博论文中，没有一篇是针对广电媒体环境新闻报道的。
从这个搜索结果看来，国内有关专业新闻的研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媒介选择性问题。
此外，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新闻传播的框架内，没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大知识生产范围内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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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还不是很阔大。
随着专业新闻传播实践的展开，相信这方面的研究也应该会有一个较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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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专业新闻研究:理论与实务》的特色在于，和类似研究相比较，没有仅仅停留在对专业新闻作为
实务操作的经验性描述上，而是以理论性较强的话语，提升对专业新闻的理性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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