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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闻评论是在历史中产生的，它的一些品格和特性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洄展现的。
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比较容易把新闻评论文体及新闻评论问题讲清楚，这是本书教学的一个基本认识。
因此，尽管人们习惯接受的教学模式一般是静态地“定性”；这也是教科书的结构特点，但本书将尽
可能用动态的历史过程来说明所谓“定性”的品质是如何产生的。
    本书不仅是益于作者十余年新闻评论写作与编辑的实践经验，得益于前贤的指引和师长、同事的帮
助，也得益于近几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教学经验，得益于与同学们在课堂内外“教学相长”
的交流与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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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少华，1983年北京大学毕业，曾长期担任《中国青年报》评论员。
并曾为FM365网站、搜狐网站签约评论员和《新民周刊》“一周评论”专栏主持、《青年参考》“一
周国情”栏目新闻点评，。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新闻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北京电视台“今日话题”栏目主笔。
近年来为公民表达之时评文体之最有力倡导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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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这篇文章，就是被一个形象化的比喻所支配的。
从文体上说，应属杂文。
因为全文的整体结构是一个通过联想产生的形象系统——“高压线”，并且始终以“高压线”的一些
特征来说明法官惩戒制度——这贯穿始终的。
这里始终在比喻，而不是在论证，因为真正的高压线与法官惩戒制度并不具有同样的性质和同样的规
律。
应该说明的是，说新闻评论的思维规律是逻辑的概念、判断、推理，并不意味着新闻评论的思维从一
开始——或者说在“腹稿”阶段——就一定有着清晰严密的逻辑特征。
其实，人们对特定对象集中的认识活动，往往是在写作过程中激发的，写作往往与认识同步。
因此，写作活动事实上存在着“非稳态”，存在着不断深化、不断调整、逐渐清晰化的过程。
这个深化、调整、逐渐清晰化的过程是逻辑的。
新闻评论的思维特点是与它的写作特点联结在一起的。
概念、判断、推理对于认识而言，是有效率的思维形式；对于写作来说，是有效率的表达形式。
写作比思维要求更高的效率性，因为它的结果——评论文本是最终接触受众的。
人在认识过程中的真实思考，可能是旁枝逸出的，写作就要依照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要求，去除
掉那些旁枝逸出的思考内容。
第二节中国新闻评论的发展轨迹中国近代以来新闻评论的发展轨迹，比较清晰地显现出其表达的效率
性不断提高的过程。
这个轨迹比较清晰地表现为从“论说”到“时评”的文体变革。
这样一个变革完成于20世纪第一个10年。
而我们当今蓬勃发展的“时评”正是新闻评论历史发展过程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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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闻评论》：21世纪新闻与传播学专业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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