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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新闻编辑》的新版。
我在第一版《新闻编辑》的《序》中曾说我从事新闻教育二十多年，其中主讲新闻编辑十多年，一直
想写本新闻编辑学教材，但始终未能如愿。
原因有三：一是原有的教材，如我们的老师叶春华教授的《报纸编辑》、郑兴东教授的《报纸编辑学
》都是用了多年的经典教材，体系科学，结构完整，影响已经很大，自己虽有些新的想法，但很难有
大的突破；二是近20年来很少参与新闻实践，对新闻编辑实践的发展和变化缺乏第一手资料；三是把
主要精力放在传播学的教学与科研上，分了心。
正林教授的新版《新闻编辑》在原版的基础上增加了大量新鲜内容与材料，这是一本非常有特色和创
新观念的教材。
　　一直以来都把新闻编辑作为新闻业务对待，这不完全。
其实新闻编辑学是交叉学科。
新闻编辑不仅有大量的新闻业务，还有大量的技术问题，尤其是大量新技术装备新闻业的时候，新闻
编辑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
同时，新闻编辑工作的全部流程中都包含着对新闻理念的深刻理解。
我们通常把新闻编辑称作“把关人”，英文叫“gatekeeper”，就是传什么和传多少的开关。
我曾在《新闻宣传与客观报道》（《传播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一文中谈到，新闻的
客观性和真实性受到五个方面的制约，包括新闻的发生层次、新闻的可观察层次、新闻传播的价值层
次、新闻事实的表现层次、新闻的理解层次。
新闻编辑至少涉及到新闻传播的价值层次（能不能传播）、新闻事实的表现层次（编辑的表达水平）
，而新闻的理解层次（受众解读质量）也是受新闻事实的表现层次影响的，反映了编辑的表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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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闻编辑》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站在传播学、新闻学、文字学、信息学的交叉点理解与论述
新闻编辑的理论与原理，用系统理论非常专业地构建和呈现一个编辑所需要的知识库，结构完整，论
述新颖；二是行文流畅，图文并茂，图片的数量是已出版的新闻编辑教材所远远达不到的，这些图片
来自各种图书资料，即有历史感、文化感、又有接近性，表达准确，这正是以前新闻编辑教材所缺乏
的，三是吸收了许多新近的研究成果，包括新闻编辑工作在新时期的变化、新媒体的新闻编辑内容，
具很强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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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新闻编辑工作概述　　第一节　新闻编辑的功能与作用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新闻学科
的自身发展，人们对新闻编辑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特殊功能和作用的认识越来越明晰，先后从不同角
度对其进行了描述。
对于编辑工作的多方面的重要地位，沈兴耕在《报纸编辑实务》中也有过精彩概括：“编辑部的意图
能否得到很好的贯彻，也要看编辑；记者的劳动能否得到最佳的体现，同样要看编辑；广大读者的愿
望能否最大限度地得到反映，还是要看编辑；报纸办得是否精彩，最后仍然要看编辑，或者说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编辑。
这是一个被无数事实反复证明了的基本结论。
”“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就是新闻编辑工作的重要性还远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在很多报社、编辑部及其他媒介编辑部，重记者、轻编辑的现象仍然是存在的。
”针对这种现象，作者提出编辑“是对报纸及其传播活动的总设计者”，“是对大量新闻稿件的再创
作者”，“是对报社内外各项业务的集大成者”。
　　一、从报纸角度对新闻编辑的认识　　从传统的报纸编辑工作角度看，编辑与采写和通联为并列
的报纸编辑的三大门类，而在这三者之中，编辑具有“总串联”、“总合成”、“总把关”作用：　
　其一，“总串联”作用：“一张报纸的出版，需要编辑部各工种、各环节多方面的配合，如需采访
、通联、美术、校对、电汛、资料等各个部门的通力协作。
但是，把这些工种这些环节有机地串联起来、联合起来，使报纸的出版工作得以有条不紊贯彻始终地
进行，这要靠编辑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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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上海市高校精品课程教材　　上海市高校重点课程建
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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