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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新闻学研究的新领域

—
《中国现代作家型记者》评析

近几年来
,

由于世界性技术革命浪潮的冲击
,

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
,

在我国学术研究领域
,

不断有许多新思想
、

新观念
、

新方法
、

新技能乃至

新学科诞生
。

武汉大学新闻系副教授吴雄荣 的 《中

国现代作家型记者》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 7年 3 月出

版》 ,

就是一部在新闻与文学结合研究中推出的新成

果
,

一部具有开拓性的论著
。

一
、

选题新颖
,

开拓了我国新闻与文学

综合研究的新领域

《中国现代作家型记者分
,

是一部探讨
、

论述我
.

国现代作家型记者和文学化新闻写作方式的专著
,

属于边缘学科的选题
。

这新领的研究选题
,

拓展了

我国学术研究的新领域
,

填补了我国一项研究上的

空白
。

新闻与文学联系
,

作家与记者结合
,

是现代文

坛兴起的一种新现象
。

从本世纪初以来
,

各国的一

些文学作家便参与新闻工作
,

在新闻活动中发挥作

家的智慧
,

运用文学描写笔法从事新闻写作
,

出现

了一批集作家与记者于一身的写作家
。

他们从开始

运用文艺性通 讯
、

特写
、

报告文学等体裁报道重大

新闻事件和人物
,

一直发展到当代
“
新新闻体

” 、 “

新

闻文学
” 、 “

报告小说
”

等写作潮流的兴起
。

这反映了

现 代社会信息传播要求正 在深刻地影响 传统 的 文

学
,

而文学参与信息传播
,

又正 在丰富和加强新闻

传播的方式和效果
。

其中
,

新闻向文学汲取
、

借鉴
,

对新闻丰富
、

发展 自己的报道表现方式和手法
,

作

用尤为显著
。

当今
,

文学化新闻写作方式 已在世界

范围内被新闻界广泛运用
,

并形成了一股时兴的新

闻报道写作潮流和 文艺型记者的写作队伍
。

它们的

存在
,

为优秀新闻力作及优秀 记者的出现
,

提供了

良好的条件
,

也为新闻及文学的发展
,

提供更好的

基础
,

对此
,

国外学术界 已经进行了广泛研究
。

但

是
,

我国对这些作家型记者
,

对这股文学化新闻写

作潮流
,

还没有从整体上
、

宏观上进行综合的研究
,

这在我国学术界
,

在新闻理论研究领城
,

不能不说

是一个空白
,

一件憾事
。

《中国现代作家型记者》的作者
,

独出机抒
,

以

他多年从事现
、

当代文学研究及新闻教学与研究的

功底
,

从 目前我国新闻
、

文学研究的现实出发
,

选

择了对新闻与文学的结合研究
,

为我国学术研究领

域开拓了一个新空间
。

该书的出版
,

无疑使我国新

闻学研究和文学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课题
,

创出 了

一个新的成果
。

二
、

思维
、

研究方法上的拓新
,

为其取

褥新的突破提供了新的途径

当前
,

学术界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生产和科学文

化高速度发展的客观要求
,

为 了从更深的层次
、

更

广阔的领域去认识世界
,

改造世界
,

为 了解决面临

的许多新课题
,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这

个最根本方法的同时
,

并根据 自己的研究对象
、

目

的的特点
,

采取一些新的
、

具体的研究方法
。

这些

新的研究方法的采用
,

打破了以前学术研究上的封

闭自足的局面
,

摆脱了传 统 的 单向的
、

线性的
、

孤立的研究方法的束缚和影响
,

为人们认识更多的

未知领域
,

达到新的目标
,

提供了必要的手段和途

径
。

《中国现代作家型记者》 的作者
,

正是采用了综

合思维方式
、

系统分析方法来研究作家型记者及文

学化新闻写作潮流
,

正 确认识
、

把握这二未知领域

的
。

他在该书第一 章中明确指出
, “

综合趋势
,

是现

代社会一个大趋势
。 ”

而
“

分门别类的研究
,

把人们的

思考力
、

探索力局 限在某一个领域
、

部门
、

学 科」二
,

基本上处于分割独立的状态
,

这与客观世界的整体

性和客观世界中的事物无时不处在广泛的联系之
,
卜

的实际存在是有矛盾的
,

因而是对人类认识活动的

一种限制
。 ” “

在当今这个物质生产高度发展和 科 学

技术 日益精进的时代
,

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的发展
,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世界的综合思考 和 粽 合 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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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 ”

作者采取这种多向的
、

多维联系的思维
,

代替

了以往单向的
、

线性的思维
,

因而他对问题的思考

就更为深邃
、

更为辩证
、

更广阔也更开放
。

他不再

把文学
、

新闻现象看作两个互不相关的孤立对象
,

不再把作家
、

记者分割开来去进行思考
,

而是从联

系的
、

整体的观念去进行宏观的综合考察
,

从而跨

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

发现了
“

中国现代作家 型 记

者
”

这种
“

复合体
”

的存在
,

发现了
“
文学化新闻写作

潮流
”

这种
“

综合现象
”

的存在
,

并通过综合思考
,

指

出了其未来发展趋向
: “

新闻领域的综合趋势是不会

终止的
,

而只会不断向更广更深的境地发展
。 ”

目前
,

把系统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引进文学
、

新

闻研究领域
,

仅仅还是开始
,

还在尝试阶段
,

但作

者在思维方法
、

研究方法上的大胆尝试
,

已向人们

晨示出了它的可喜前景
。

新的方法
,

将会推动人们

去发现新的事物
,

解决新的课题
,

达到新的目标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作者在研究方法上的拓新精神
,

是值得称道的
。

三
、

理论探讨与实例分析相结合
,

合理

的结构包孕 . 翔实的内容和独到的见解

该书的体系结构也是新颖别致
、

科学合理的
。

全书22 万余字
,

分上下两编组成
。

上编
“

概说
”

部分
,

是理论探讨
,

是全书的精华所在 , 下编
“

分论
, ,

是

结合我国某些有代表性的
“

作家型记者
” (或记者型

作家 )
,

进行实例分析
。

书本的上下两编
,

组成了一

个有机整体
:

既有微观的分析
,

又更重视宏 观的综

合
,
既有理论上的论述

,

又有对具体的作者
、

作品

的分析
,

多侧面
、

多角度地向人们展示着作者的思

想
、

观点
、

见解
。

上编
“

概说
”

部分
,

共分四章
。

第一章主 要分析

作家型记者及文学化写作潮流兴起的背景和条件
,

同时
,

论述了作家型记者的采写特点
、

新闻报道的

机制与文学的互补结构
,

指出这种互补结构所包含

的具体内容和特点
。

第二章主要介绍作家型 记者及

文学化新闻写作潮流的发展历程
。

第三章是上编
“

概

说
”

部分理论性最 强的一 部分
,

它从理论上深入探讨

了新 闻与 文学的关系
。

作者用系统的观点来分析文

学
、

新闻之间的相互关系
,

既论述了它们的相同
、

相通
,

又分析
、

论述 了它们的差异
、

区别
,

最后落

脚到揭示两 扮联系
、

结合的规律上
。

作者认为
,

新

闻与文学的
“

互相吸取
、

借鉴总是有条件
、

有限度

的
,

而这个条件
,

就是遵循各白认识生活和表现生

活的规律
,

使各自的优势和特长得到更好的发挥
。 ,

他指出
,

新闻向文学吸取和借鉴
, “

主 要是吸取其认

识生活和表现生活的方法
,

特别是向文学吸取其丧

现的生动性和形象化
” ,

而文学向新闻的吸取借鉴
,

则
“

主要是吸取和借鉴新闻切近生活的精神
,

学习新

闻对生活的新发展
、

新变化的敏感
,

使自己也具有

很强的信息功能
。 ”

作者的这些通过具体分析
、

研 究
、

综合探索得出的结论
,

无疑具有很强的科学性
。

第

四章主要论述作家型 记者及文学化新闻写作潮流对

我国现代文坛的作用和影响
。

在这一章里
,

作者以

其敏锐的眼光
,

发现并指出我国现代作家型记者及

文学化新闻写作
, “

已不是个别现象
,

而是大规模的

活动 , 不是自发的行动
,

而是有明确的目的
,

受到

新闻界
、

文学界积极提倡和社会大力支持的一种自

觉探求
” ,

它
“

已经成为我国现代文坛上一股新兴的

写作潮流
” ,

对我国现代文坛的总体面貌
,

产生了重

要影响
。

作者在分析
、

阐述了所产生的儿方面重要

影响的同时
,

还介绍了一些新闻与文学联系
、

结合

产生的新的写作方法
,

新的文体等知识
,

使其理论

性与知识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

下编
“

分论
”

部分
,

又分四 章具体介绍了我国四

位作家型记者的新闻采写活动
。

这四位作家是
:

萧

乾
、

周立波
、

刘白羽
、

穆青
。

作者在这部分里
,

以

大借丰富的材料
,

系统
、

科学地阐述了这些写作家

的采写实践及其成就
、

影响
,

探讨了他们在探索新

闻与文学联系
、

结合上所作出的贡献
。

这就为作者提

出的新见解
、

新观点
,

提供
一

J
`

可 靠 的 依 据
。

可以

说
,

下编是上编理论部分 的现实甚础
,

又是 I么尾理

论部分 的必要补充
,

这一 部分 的存在
,

大大丰富了

该书的内容
,

使理论与实际结合了起来
。

本书作者吴荤荣副教授
,

从事中国现
、

当代文

学研究多年
,

并取得 了显 著成果
。

近几年来
,

他主

要从事新闻教学与研究
。

他的这种研究经历
,

无疑

为他从事该项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

这也是

论及《中国现代作家型 记者》这一研究成果时不能不

提及的
。

当然
,

任何一部作品都不 可能十全十美
,

更何

况本书是一部探索性的沦著
。

比如下编介绍具体作

家作品的部分
,

还可更丰富些
,

选择的作家型 记者
,

代表性还可更宽一些
,

还可多 选 取儿个
,

特 别 是

应选取一些当 今具有较大影响的作者和 作 品 进 行

剖析
。

行文也还可再活泼些 等 等
。

然而
,

瑕 不 掩

瑜
,

这部著作的价道
,

不会因为上述 不足而减色
。

(宋玲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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