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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序

新闻传播活动在我国源远流长。 远古时代就有烽火报警、 甲

骨纪事、 金石铭文， 直至汉代， 出现了露布， 唐宋又有了邸报。

到了今天， 报纸、 杂志、 电视、 广播与网络， 可谓风起云涌， 蔚

为大观。 中国的新闻研究， 从 20 世纪初发轫到现在， 也已经走

过了一个世纪的旅程。 一百多年来， 中国的新闻学研究从无到

有， 从小到大， 从单一的线性的体验， 到多学科的全方位的综

揽， 已经发展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一片层峰叠翠繁花似锦的苑

林。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面对这片独特的风

景， 我们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哪一个层次进行观赏， 都会有各自不

同的感受和收获。

粗粗读完王睿文、 马燕山著的 《新闻美学初探》， 让人眼前

一亮。 这是一本探讨新闻美学的学术著作， 从新闻美学的定义概

念入手， 探讨了新闻美学的发展现状以及新闻美学、 新闻采访与

新闻写作的关系。 作者讨论了新闻美学的特征和新闻美学的原

理， 并依次对报纸新闻的美学特征、 电视新闻的美学特征、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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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的美学特征和广播新闻美学特征进行了论述， 最后， 就新闻

工作者的职业修养之美进行了探讨。 此书钻研深广、 志向宏远、

思考深入、 颇有新意。

值得一提的是， 作者王睿文尚是一名在读大学生， 能写出这

样一本新意之作， 勇气可嘉。 书中对新闻美学所涉及的各个领域

和体裁进行了探究， 具有一定理论深度， 其中对网络新闻的探

讨， 是对新闻美学研究领域的新拓展。 而马燕山则是一名从事新

闻工作三十多年的资深媒体人、 作家、 诗人， 数次获国家、 省级

好新闻奖， 出版小说、 散文、 诗歌集数部。 他和睿文历时两年

多， 一起完成这部新闻理论方面的书， 理论结合实际， 可谓珠联

璧合， 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和价值的事。

当然， 本书也有不足之处。 如论述问题时， 定性的结论多，

定量的分析少， 有些文字比较生硬， 不够流畅， 个别举证有些老

旧。 但瑕不掩瑜， 希望他们以此书的出版为契机， 在以后的学习

和工作中有更大的进步！

是为序。

（张瑞民， 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甘肃日报社社长、 甘肃

省记协主席）

2015 年 5 月于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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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关于新闻美学 /

第一节 │ 新闻美学的出现与发展

新闻美学产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 是当时国内新兴起的

与新闻有关的边缘性学科。 作为研究、 探讨新闻内容与形式结合

的美学价值及其规律的科学， 新闻美学的出现不仅代表着理论性

美学逐步向实用性美学的转变， 也代表着新闻这一实践活动追求

合乎逻辑的理论方向。 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入和信息化技术

的不断发展， 以及新闻实践的不断探索和变革， 新闻美学的研究

和发展已取得了丰厚的成果。 主要以以下四部著作为代表：

1. 《新闻与美学漫谈》（新华出版社）

《新闻与美学漫谈》 是当前国内新闻美学的发展中具有代表

性的一部著作， 作者根据其多年的实践经验和研究， 围绕新闻与

现实生活的审美关系、 新闻采写传授中的审美规律、 新闻美学研

究成果的检测与运用这三个主要问题进行研究， 并对新闻美学中

的很多方面进行了探究和涉及， 不管是视野的开阔度、 构思的巧

妙度、 论述的精简度， 还是表达的灵活易懂上， 都可谓是当代新

闻美学发展的重要著作， 其地位在当前美学发展的现状下尤为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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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2. 《新闻美学》（中国市场出版社）

《新闻美学》 的出版， 对于新闻本身就是美的事物做出了进

一步的概括。 新闻既是对客观事实的反映， 又是对人们认识的升

华， 其本身就是美的主客观因素相结合的物化。 反映在新闻上，

就应该是有思想深度、 有深邃意境、 有阅读震撼力， 能 “贴近生

活、 贴近群众、 贴近实际”， 能 “感染人、 塑造人、 教育人、 鼓

舞人” 的优秀艺术品。 而这些仅靠描绘事实和逻辑概括是远远不

够的， 只有运用各种手法去写新闻的美， 让读者从中感受出美

感， 看着喜欢， 读后才会有所思、 有所得， 才可以说是达到了新

闻写作美的要求。 把美感引入新闻， 其最终的目的和最大的好处

就是能让读者更容易接受。

《新闻美学》 的出版为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主要的

理论依据， 为新闻美学的基础知识做了比较详尽和系统的讲述，

为新闻美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3.《新闻美学》（新华出版社）

《新闻美学》 被誉为是一部具有创新性的新闻美学著作， 它

以新闻学、 美学和传播学为基础， 借鉴社会学、 心理学、 语言学

以及文化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 将新闻学纳入人类进行审美

实践活动的总体框架中， 并以美学的视角对此进行考察和探究，

把新闻美学的内容、 新闻美学的性质以及新闻美学的特征做了一

个详尽的介绍； 对新闻工作者的审美心理以及审美的再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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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相关的论述， 将新闻作品的形象美、 语言美、 意境美、 结构

美、 层次美等重要的新闻美学理论问题做了系统的阐述。

该版 《新闻美学》， 明确地提出了新闻史具有审美意义， 新

闻信息具有审美价值， 新闻作品蕴含着新闻作者的审美意识、 体

现着人类的审美追求， 新闻写作遵循着 “美的规律”， “真” 是

新闻题材的美学品格， “善” 是新闻主题的美学倾向， “美” 是

新闻价值的美学体现等富于创见性的学术观点。 在新闻美学的研

究中不仅仅具有极高的科学性和理论性， 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性和

实用性， 是新闻美学发展现状的一个标志性著作。

4.《新闻美学初论》（郑州大学出版社）

《新闻美学初论》 主要是以美学原理为依据来对新闻学进行

考察和研究， 主要对新闻作品的审美特征做出了系统详尽的阐述

和说明。 《新闻美学初论》 重点对于新闻写作的审美原则以及新

闻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审美构成做了必要的阐述， 也涉及了

一些新闻工作者和受众的审美心理构成和审美创造能力等新闻美

学的理论概念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 《新闻美学初论》 明确提出了新闻的作品不

仅仅具有传播信息以及传播知识的功能， 还具有相关的审美功能

和价值。 受众在接受信息和知识的同时， 还有着明显的审美追求

和渴望， 新闻工作者应在新闻创作的同时进行必要的审美创造，

提高新闻的品位。 书中的内容比较易懂， 适合大部分人群了解新

闻美学， 研究和学习新闻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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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部著作都以实践论美学作为基础的观点支撑， 主张人

可以发现并按照美的规律去创造美， 并对于新闻中的语言美、 情

感美、 结构美、 形象美、 层次美等做出分析和解剖， 并结合了大

量的事实案例进行研讨， 基本上可以代表当前我国新闻美学的研

究和发展状况。 现在， 新闻与政治学、 新闻与法学、 新闻与心理

学、 新闻与文学、 新闻与语言学以及新闻与道德等学科的研究都

已经步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 相对而言， 新闻与美学的研究

仍然比较缺乏。 从整体来看， 虽然新闻美学的研究有了长足发

展， 但现有成果还不足以系统支撑起一个学科的建立。

当前， 研究新闻美学的学者大多是新闻学家， 或者是从事新

闻方面工作的学者， 真正参与到研究新闻美学的美学家少之又

少， 即便是有， 却对于新闻学不是很精通， 这就使得新闻美学的

发展遇到了一个突出的瓶颈。 如何使得新闻美学获得真正意义上

的发展与壮大， 还需要不同学科的学者和相关人员的参与研讨，

特别是美学家们的参与， 才能使得新闻美学健康而富有创造性地

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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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 新闻与现实生活的审美关系

一、美学与现实生活的审美关系

美学， 究其根本一定是在现实生活中的审美倾向化。 不论是

从美学的发展方向看， 还是从哲学的发展方向看， 回归现实生活

是其最终目标， 也是必然趋势。 在新实践美学看来， 美学是一门

以艺术为中心来研究和发现人与现实日常生活世界的审美关系的

学科， 而审美关系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达到了一定发展程度

后的必然产物； 审美关系最初是从人类的日常现实生活中产生

的， 自然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之一。

人与日常现实生活之间的审美关系主要表现在： 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 人与社会和谐发展和人类本身的和谐发展。 在日常的现

实生活中， 审美的发展基本上是三个方面， 即精英化、 大众化和

市井化。

新实践美学对于美学这样定义： 美学是以艺术为主导， 对于

人和现实生活的审美关系进行研究的学科。 定义中所谈到的“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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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指的就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生活中所形成可以使得人

类对于审美需求满足的对象， 人类也要求对象可以满足自己的审

美需求的一种特殊的关系。 这是人类的需求和欲望在社会生活实

践中所不断发展的产物。 作者认为， 这是基于西方一些管理学方

面的理论推导得出的结果。 管理学中将人在生活中的需求划分为

七个层次， 即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七个层次的划分是逐步提高

和发展的， 分别是： 生理需求、 安全需求、 爱的需求、 尊重需求、

认知需求、 审美需求、 自我实现需求。 在这七个需求层次中， 生

理需求、 安全需求、 爱的需求、 尊重需求都是对于物质生活的需

求， 或者是缺失性需求， 剩下的认知需求、 审美需求以及自我实

现需求则是对于精神方面的需求， 或者是发展性需求。 从物质性

的需求 （即缺失性需求） 发展到精神性的需求 （即发展性需求），

就是从人类的日常生活中的以物质生产劳动为中心的社会生活实

践开始的。 因此， 人对现实生活的审美关系及其集中的表现形式，

也就是艺术， 就是从日常社会生活的社会实践开始的。

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依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随着政

治、 经济和文化全球化发展， 当前国内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的传播

发展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影响， 这就导致了当下出现前现

代、 现代和后现代交融的现象。 也正是因为这种现象， 当前社会

的日常现实生活的审美化更是错综复杂， 各个不同方向发展的审

美化各有影响， 尤其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 虽然一部

分农村和农民的日常生活水平整体达到小康， 但却不是全面， 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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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还有不少农民的生活刚刚处于温饱之中， 更谈不上对于日常社

会实践生活的审美化。 因此， 中国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进一步发

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马克思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观点， 即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

总和。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 人一直在从事着认识世界和改

变世界的活动， 在不同形式的活动中， 人与社会、 人与现实以及

人与自然都结成了不同的相处关系和审美关系。 其中最为基本

的， 也是最为主要的是生产的实践关系， 在社会生产实践关系的

基础上才产生了各种精神上的关系： 艺术关系、 宗教关系、 理论

关系、 审美关系， 等等。 其中审美关系指的就是人对现实实践生

活的审美认知与审美创造。 首先， 人类以情感感受的方式欣赏并

感受着现实之美， 而另一方面， 人类又根据从现实中所感知到的

美来改变现实， 创造新的事物， 促进历史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原

理指导我们， 劳动不仅仅是创造了世界， 在创造劳动的同时也创

造了美， 创造了人类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水平。 人类将自己的智

慧、 期望、 热情等加入到对于自然的改造之中， 使得自然具有了

“人性化”， 而人们在 “人化了的自然界” 中看到了自己本质力量

的实现， 从而产生愉悦感， 这时自然界就成了人的审美对象,它

与人构成了审美关系。

二、新闻与现实生活的审美关系

众所周知， 新闻不仅仅是单个事物， 也是人为的一种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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