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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郭光华编著的《新闻写作新编》，试图立足于新媒体出现后的&ldquo;媒介融合&rdquo;写作这一新高
，厘清一些基本原理，让读者掌握以不变应万变之能。
关注近年来新闻理论创新成果，努力运用新的理论去解释实践的创新，同时又对创新的实践加以提升
以丰富理论。
结合大量的新闻写作案例，以宽容与开放的眼光接纳新闻实践的新成果，以利于读者掌握业界创新之
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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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则报道可供选择的角度至少有四个：①语言天才唐均求职难；②“白化病”成了语言天才求职
的障碍；③社会各界向唐均伸出援助之手；④美籍华人周鉴平先生资助语言天才考研；⑤李岚清关心
病困学生。
　　显然，前两个报道角度虽也紧扣事实，但其主信息未能充分挖掘出事实的新闻价值；后三个报道
角度有积极的意义，但比较起来，第五个角度既与社会语境最相谐和，又最能体现事实的价值，故是
最佳的报道角度。
　　选第五个角度为主信息，唐均为“白化病”所困和他如何发奋求学，求职又频频受挫等内容，就
只作为必要信息，能简则简。
美籍华人周鉴平先生的帮助，也只能作为社会各界的关心的代表出现，可不必细说。
　　3.巧选背景材料，组织选择其他信息　　主信息确定之后，下一步则要考虑围绕主信息安排相关
的必要信息与冗余信息。
　　对于一则消息而言，必要信息主要是指新闻背景材料，新闻背景材料是有关新闻事实的历史和环
境的材料，其意义是将新闻事实置于一个适当的背景下，让读者从此事物（新闻事实）与彼事物（背
景材料）的联系中去理解新闻报道所要传达的信息。
从“历史”的方面看，是给读者提供一个发展的眼光；从“环境”的方面看，是给读者提供一个联系
的眼光。
换言之，是让读者以发展的、联系的眼光去观察和理解新闻事实，这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精神的。
　　冗余信息也有助于读者读懂和理解报道的主信息。
国内不少著述将背景材料分为说明性材料、注释性材料和对比性材料等，注释性材料是对新闻报道中
一些较为陌生的、专业性强的名词术语的通俗化诠释，可划入冗余信息中。
这类信息对于业内的读者来说是多余的，但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则可能是必不可少的。
　　一则消息的主体部分，其功能有二：一是对导语提到的主信息作具体化的展开，二是对导语中未
提及的信息作适当补充。
前者以冗余信息为主，后者则以必要信息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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