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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闻文本是新闻的物质载体形式。
目前学界尚未形成有体系的新闻文本学。
　　本书以新闻文本为“学”，从两大方面较全面地探讨了新闻文本的特征和规律。
上编“新闻文本生成论”立定于宏观层面，讨论新闻文本的价值，内容、符号、结构和单元的生成，
下编“新闻文本表现论”整体上讨论新闻文本的叙事，风格和体裁，并着重研究报刊新闻文本、电子
新闻文本的文本特征。
　　本书注重新闻文本的规律总结，同时注重实际案倒分析，对新闻文本研究、新闻作品解读以及新
闻文体写作都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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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晖，男，广西师范学院新闻系副教授、新闻业务教研室主任。
长期从事符号文化与语言文本的教学与研究。
著有《新闻文本学》、《汉语词义论——走出汉语词义研究的困惑》等书，参与编写《现代写作学》
、《汉语修辞专题》等高校教材，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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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理思想的议论　第七章 新闻文本的风格　　第一节 新闻文风与新闻个性　　　一、文风与风格的
区别　　　二、文风对风格的影响　　　三、新闻个性与风格　　第二节 话语环境与语体特征　　　
一、新闻话语的环境构成　　　二、新闻文本的语体特征　　　三、新闻文本的语言特点　　第三节 
言语风格与作者风格　　　一、言语风格的类型　　　二、新闻作者风格　第八章 新闻文本的体裁　
　第一节 新闻文体的理论依据　　　一、新闻文本的文体学类属　　　二、新闻文体分类的复杂性　
　　三、新闻文体的“类”与分类　　第二节 中西方新闻分类状况　　　一、西方新闻的主要分类　
　　二、中国新闻文体的分类　　第三节 新闻文体界定与分类　　　一、新闻文体“体”的界定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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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特写文本　　　一、特写文本与消息文本的差异　　　二、特写文本与通讯文本的异同　　　三
、中国特写与西方特写(特稿)　　　四、新闻特写文本的特征　　　五、新闻特写文本的基本分类　
　第三节 报刊通讯文本　　　一、通讯文本的基本特征　　　二、通讯文本与文学文本　　　三、通
讯文本与西方特稿　　　四、调查性通讯文本特征　　　五、通讯文本与报告文学　　第四节 报刊评
论文本　　　一、新闻评论文本的基本特征　　　二、报刊新闻述评文本　　　三、新闻特评专论文
本　　　四、编者按和编后语　　　五、杂文言论　第十章 电子新闻文本　　第一节 电子新闻消息
文本　　　一、广播消息文本　　　二、电视消患文本　　　三、网络消息文本　　第二节 电视新闻
专题文本　　　一、关于电视专题与纪录片　　　二、新闻专题文本的形态特征　　　三、电视专题
文本之间的差异　　第三节 电子新闻评论文本　　　一、广播新闻评论文本的特征　　　二、电视新
闻评论文本的特征　　　三、网络新闻评论的独特个性结语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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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闻文本学》从“文本”的角度切入来谈新闻传播，系统地著述了“新闻文本价值”、“文本
内容”、“文本符号”、“文本结构”、“文本表现”、“文本风格”、“文本体裁”，以及报刊新
闻文本和电子新闻文本。
并且，通过条分缕析，把新闻写作提升到理性的认识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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