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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专家学者对办好现代报纸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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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当今时代呼唤专家学者型的记者。专家学者在现代报纸中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专家

学者对报业发展决策、引导舆论、指导新闻实践、倡导科学文明、提高文化品位等诸方面，论述了专家学者在

现代报纸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专家学者 现代报纸 发展决策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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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许多新闻界的有识之士都呼吁要大力提倡和造就一大批专家学者型的记者。认为这“是当今时代

的呼唤，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①可见，专家学者在现代报纸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一、专家学者对报业发展决策的重大影响 

早在30年前，当“信息时代”、“地球村”等概念尚未为人们普遍接受时，加拿大的新闻理论权威马歇尔

·麦克卢汉就预言：报纸等印刷媒体的消亡已为期不远。因创办有线电视CNN成功而享誉全球的美国人泰德·

塔纳更是语出惊人：20世纪90年代就是报纸的末日。 

虽然时间已经证明，这些预言乃言过其实。但是报纸处境不妙，这也是公认的事实。据有关统计资料表

明：由于电视等电子媒体与报纸的激烈竞争，美国1970年成人当中每天读报的人占总数的78%，1995年则下降

到62%；另一民意测验组织收集的关于“你从何处得到新闻”的调查结果同样令人深思：44%的人说全靠电视，

20%的人说全靠报纸，另有21%的人说又看电视又读报纸。很明显：大部分报纸读者已转向电视了。② 

尽管如此，报纸仍然拥有强大的力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美国总统克林顿曾说：“我们搞竞选靠电视，治理国家靠印刷品。”这话并非言过其实。美国新闻圈子里

的人都知道，克林顿入主白宫后，经常阅读《纽约时报》的重要社论。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新闻学教授罗伯特·史蒂文森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作了如下概括：人类文明史上

的三次信息革命，每次都改变了旧媒体的功能及形式，但并没有消灭媒体本身。文字产生之后，口头交流依然

存在；印刷术在很大程度上把手写文字变成了一种艺术，但人们还在用手写字；以电脑、通讯卫星、数字化等

为标志的第三次信息革命的浪潮已经涌来，但没有也肯定不会消灭报纸、杂志、书籍等印刷媒体。 

传播学（大众传播学）有关研究也表明，“视听媒介（指无线电广播、电视和电影）还能超越发展中地区

由于文盲而造成的障碍”，但它们都是瞬息即逝，而“印刷品则始终在保存事实、思想和图片方面拥有极大的

优越性”，“人们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选择报刊而舍弃电视。”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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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美国报》创始人兼董事长阿勒·纽哈思则用更加实际的眼光看待报纸的前途。他坚信，人是永远需

要新闻的，而且要求新闻更新鲜、更可靠、更完整、更方便。只要报纸提供的新闻和信息能像其它媒体提供的

一样好，价格有竞争力，那么报纸与其它媒体并存的局面就会长期维持下去。报纸及一切新闻媒体生存与发展

的关键在于“提供读者需要的东西”。④ 

基于这种信念，阿勒·纽哈思使他的报纸投入很大的力量深入了解人们阅读习惯的变化，对不同读者群的

不同兴趣了如指掌，在此基础上推出了新闻、货币、体育、生活等等内容明确界定而又引人入胜的多种栏目。

实践证明这样做是成功的。因为在美国的各大报当中，《今日美国报》的发行量高居榜首，影响也越来越大，

就连从前批评他们的一些报纸如今也起而效之。种种事实证明，报纸的生命力还是很强的，报纸的前程依然远

大。 

1995年10月23日《新闻出版报》曾以《报纸仍是第一传媒》为题，刊发了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关于中

国报业调查报告的部分内容。调查结果表明，除了在“了解国内外大事”方面的第一消息来源的选择上，被调

查者选择电视超过报纸11.6个百分点（报纸38.9%；电视50.5%）而位居第一外，其余诸如在“了解党和政府的

方针政策”、“了解本地（或本行业）的情况”、“了解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等的主要消息来源方面，

仍然是报纸的作用最大，位居各种媒介之首。同时也表明，印刷媒介由于其信息容量大、定向选择强，以及它

所拥有的电子媒介无法比拟的保存性、便览性与集纳性的特长，因而在深度报道方面，在满足人们多样化的个

性需求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从而在媒介的影响力、价值度方面较之电子媒介为优；具体地说，尽管电视在社

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巨大，但因其传播形态具有转瞬即逝、受众无法控制其受传速度，因而，在满足人们的个

性化需要及深度报道方面，报纸仍然是最具影响力的“第一传媒”。 

由此可见，新闻学家、报业家和传播学者的观点、见解和研究成果对于报业发展的决策思维具有极为重大

的影响。 

二、专家学者引导舆论的特殊作用 

我国现行的新闻体制，来源于革命根据地时期品种单一而又分级别的党的机关报的体制。

即从延安《解放日报》改版起，为了革命战争的需要和适应自然经济产品经济的落后环境，我

们改变了从大都市带来的新闻学观点，形成了曾在一个时期内卓有成效的一元化的高度集中的

党报体制和相应的“党性新闻学”，由党组织来统管全国各类新闻事业。在这种体制下，曾经

长期形成“千报一面”、“舆论一致”的局面。尤其是在“文革”时期，报纸曾经一度沦为

“阶级斗争”的工具。在那极“左”思潮泛滥的非常时期，知识分子被视为“臭老九”，专家

学者根本就没有发言权。即使在报纸上偶有言论，也多是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而作违心之言。

由此而引出的历史教训是沉痛的！ 

近年来，新闻改革的实践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专家学者在报纸新闻宣传中引导舆论的特殊作用逐渐引起应

有的重视。 

“美国公众更相信学者。”《中国记者》1996年第5期刊发了李希光《如何看待美国主流媒体的对华报

道——一位旅美记者与一位留美学者的对话》一文，其中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刘康在回答李希光

“鉴于今天的美国主流媒体高度一致地反华……帮中国说话的言论很难在美国主流报纸上发表，如何改变这种

局面”的问题时，他如是说：“因此，我建议你们新华社在对外报道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件，特别是突

发性事件时，应注意引用大陆或海外学者教授的分析、评论，通过他们来给你们的消息加背景，增强说服力。

近年来，大陆的对外传媒在一些重大政治经济报道中，采访了中科院研究员胡鞍钢博士和耶鲁大学研究员王绍

光博士。这样的报道已引起美国主要媒介的注意。如最近一期的《华盛顿邮报》头版刊登了胡鞍钢专访，美国

之音亦数次播放王绍光的专访。胡博士和王博士的专访虽代表个人意见，但听起来，完全是帮中国政府说话

的。我希望通过更多的中国学者潜移默化地正确引导美国的舆论。” 

据报载，胡鞍钢、王绍光二位博士曾于1993年合作撰写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其中的观点对此后的宏

观改革设计思想具有很大的参考意义。现任职于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胡鞍钢博士，曾有《生存与发



展》、《中国经济波动报告》、《分权的极限》等多种有影响的著作问世。“这些著述和观点，曾经引起过各

级决策层的关注，也曾经分别被调入过红墙（指中南海）之中。”⑤ 

这样的专家学者对于舆论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三、专家在提高报纸实用性新闻水准上的权威作用 

美国传播学创始人及集大成者威尔伯·施拉姆曾说过，一个好记者，必须同时具有政治家的大脑，哲学家

的思辨，文学家的语言和外交家的口才。 

虽然我们的记者都应当向这个高标准去努力，但是，一般记者所学的某些专业知识与专家所学的专业知识有着

很大的差别。即记者学习某些专业知识主要是为了能够听懂专家的谈话和读懂有关资料，能够用浅显的语言把

深奥的学术问题和科学道理表述出来。而专家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对某些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即“他们是面对

越来越窄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多的人。”（牛津格言）因此，他们的专业知识基础一般都比较扎实。专家在现

代报纸中的作用已日渐受到重视。 

如果翻开美国大报的编辑部主要成员一览表，人们可以发现报纸在实用性新闻方面使用的编辑和专门作者

分工相当细密，已经达到了专业化的水准。在美国的新闻教科书中，处理实用性新闻的这部分报人被称为专

家，有别于处理一般综合新闻的编辑记者。能够支付高薪的报社往往聘用已经大有名气的专门人士充当本报的

有关专题编辑或作者。这类专家型编辑作者在报社的权限和地位当然不及掌管若干版面的部门编辑，但因薪酬

极高、名气极大、作用特殊，所以具有相对独立和格外受尊敬的独特地位。因而，报纸有否聘用有水平和有名

气的专家，也成为报纸实力及相关实用性新闻版面是否有质量的标志之一。在美国财大气粗的一流报纸《洛杉

矶时报》，“专业编辑作者人才济济，仅在文艺类，该报就拥有专职艺术编辑、电视编辑、艺术批评家、爵士

乐评家，大众乐评家，剧评家、音舞评论家等十余名专职专业人才。”⑥该报的实用性新闻的水准和权威性当

然也就可以推知了。 

在美国那些权威性综合性大报的专刊副刊，多可见到具有明显服务性和实用性的专刊副刊。内容多是食物

指南、健康新知、电视指南、书评、旅游、股市、理财、汽车、不动产、服装、娱乐、就业指导等等。全国性

天气预报，也是报纸实用性新闻不可或缺的部分。 

近年来，我国的许多综合性报纸也多开辟了专刊副刊，刊发实用性新闻。如《文汇报》每周一刊出的《房地产

世界》专刊；每周四刊出的《市场与消费》专刊，以及《电脑之友》、《彩色市场》、《每日行情》等定期的

和不定期的专刊、专版和专栏。 

但有的报纸刊发的“实用性新闻”有变相广告和“有偿新闻”之嫌，有的“实用性新闻”则缺乏权威性和

可信度。类似同一张报纸今天说吃酸菜可致癌，明天又说不仅不能致癌，而且还更富营养；甲报说菠菜炖豆腐

没有营养，乙报又说有营养的“实用性新闻”也时有所见。因此，美国报纸使用专家处理实用性新闻的作法值

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四、专家学者在丰富新闻理论和指导新闻实践中的特殊作用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新闻学文章和刊物曾长期充满流行的政治术语，而缺少新闻学自身的内容。因

此，有人指出：“如果写一部建国以来新闻学研究的历史，无论作者多么强调新闻学术的特点，恐怕前四分之

三不能不写成政治或政治运动史。”⑦在这种状况下，许多新闻工作者认为“新闻无学”是很自然的了。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新闻学研究有所发展，新闻理论研究成果指导新闻实践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近年来，有关专家学者对传播学（大众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关系研究的结果表明，“传播学（大众传播

学）研究的成果和结论，有的对新闻学作了补充，更多地则是或者解答了新闻学和新闻工作中需要解答的问

题，或者是因为它的研究涉及到好些新闻学不曾涉及的领域，因而对新闻工作是有用的。”⑧ 



例如，美国传播学者梅尔文·德弗勒曾经指出：“一般人常以为‘新闻’才算是信息而‘娱乐’不算信

息，这种划分是不正确的，”“我们采取信息的广义概念，认为所有讯息都有影响人们的思想、感觉和行动的

潜力。”这一观点对于我们认识和采用“实用性新闻”无疑是具有很大的参考意义。又如，从美国传播学者威

尔伯·施拉姆关于大众媒介要发挥社会雷达功能、协调和管理功能、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的四大社会功能的理

论中，可以看出我们在发挥信息功能和娱乐功能上，存在着认识上的不足和实际工作中的差距。 

再如，传播学中介绍的语义学所指出的语言的特性和语言的误用这两点，“对新闻工作是很有用的”。 

普通语义学家指出了语言的几种特性：（一）“语言是静态的，实际是动态的”。“实际是一个运动过

程，而我们用以表述它的语言却是凝固的，静态的”；（二）“语言是有限的，实际是无限的”。每种语言的

词汇都是有限的。“它们要表达的却是几百万种不同的事实、经验与关系”；（三）“语言是抽绎的。在抽绎

的过程中，总会有所选择，有所舍弃，每用语言，总有所抽绎”，“抽绎是文字的一种很有用的特性，但这种

特性也会招来麻烦，尤其是在人们对此认识不足的时候”。 

因此，普通语义学家认为：“我们有许多麻烦都是由于误用语言而造成的。如果我们像科学家那样使用语

言，就会减少许多谬误。科学家在运用语言时是一贯注意恰如其分的。” 

语义学所举出的常见的四种语病，也是我们在新闻协作中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一）死线上的抽绎，指的

是抽象空洞缺乏具体说明或事无巨细缺乏概括这两种高水平或低水平的死线上的抽绎；（二）误为同一，指的

是把事情混为一谈，对其差异不加区分，因而出现千篇一律的毛病；（三）估计极端化，如黑与白、对与错、

好与坏的非此即彼，不区分其差别，反映了思想简单化的毛病；（四）不自觉的主观倾向化，对事物发表主观

主义的评论，反映了戴着有色镜看问题的毛病。⑨ 

由此可见，我们虽然常讲文风，但大多是就事论事，没有提到语义学的高度，因而没有找到病根，对文风

的改进收效不大。 

研究表明，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工作者要在业务上达到专业化水准，不仅要扭转“新闻无学”的错

误认识，而且要重视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努力学习新闻理论以指导新闻实践，才能有所发展，有所成就。 

五、专家学者在倡导科学文明中的重要作用 

关于记者应具有的知识结构，著名学者、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曾如是说：“新闻记者是杂家，知识要渊

博，天文地理、诸子百家、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管理科学等等，无所不知不晓。”⑩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人事制度上的缺陷，就目前新闻工作者的整体素质而言，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80年代以“特异功能”为标志的“神怪气功”得以长期泛滥，到现在还时常出现的低劣的“炒作”的新闻作

品，就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因此，《青年报刊研究》1996年第3期刊发了南振中撰写的《记者不要掩饰自己知识上的缺陷》一文，严

肃地指出：“其实，新闻记者的知识缺陷是非常明显的。”并列举了新闻记者在知识的广度、在知识的深度、

在实践方面以及在把握最新知识成果等方面所存有的缺陷，足以令人警觉。 

对于当年“神怪气功”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有人至今仍归咎于新闻界。《长白山诗词》1996年第2期刊登了陈

明致的《蝶恋花·为“特异功能”热作》，词曰：“认字耳听魔术妙。透视穿墙，也作崂山道。千里发功仙气

疗。叵堪巫觋纷纷效。媒介无知行鬼教。惑者成迷，审者旁观笑。几许官绅帮鼓噪，智商何若西门豹！” 

何以说“媒介无知”？列举一二例报道即可见一斑。 

例一：1988年8月14日《文汇报》第2版《只在肩膀轻轻一拍，半瘫老太行走如常——“气功天使”郭志辰

来沪为病人治病》一文如是报道：“……记者昨天上午在复旦大学目睹他（指郭志辰）运用气功‘组场疗

法’，在不到两个小时之内先后为350多位病人治病。一位半边风瘫近两年的75岁老太太在家属的搀扶下来到

 



郭志辰面前，郭志辰在她肩膀上轻轻一拍，老太太眉开眼笑地说：‘身上轻松得多了’，说罢，居然自己走了

出去。在场的同志见状无不称奇……记者采访了郭志辰，并当场请他看病。在不到一分钟内，郭志辰准确无误

地说出了记者身上的疾病，还使记者左手的五个指头在不知不觉之间均伸长了半节……” 

如此报道，在一个时期可谓数不胜数。所造成的危害就在于新闻媒体和记者的“可信度”。 

例二：1989年7月8日《城市时报》一版，记者采写的题为《少林内劲一指禅气功师刘聪林——省城现身说

法 开班收徒》的报道中，且不说刘大师为一名残疾儿童发功，使其四肢活跃乃是心理暗示的玄虚之举，单说

报道和图片中将气功术语，如“入静”、“意守”、“炼气”、“导引”等均误为“入境”、“意首”、“练

气”、“引导”等，即可知该记者乃真正的气功门外汉也！ 

例三：1989年8月11日《城市时报》刊发了《辟鼓150天后……》一文，且不说文中讲述的一位患脑血栓病的女

人“辟鼓”（不吃饭）150天后身体康复是否真实可信（据说是“一位记者的爱人”）？单就那从标题到文中

10余处全部将气功术语“辟谷”误为“辟鼓”，足见批评“媒介无知”并不冤枉！ 

1990年8月23日香港《大公报》载文说：“像数千里外发功灭火的事不是胡扯？像什么同巫婆斗法，究竟

和封建迷信有何差别？这类神话，经过报纸、杂志、书刊宣扬，有的‘大师’讲课售票，有的以治病敛钱，有

的由国家供养视为国宝。……” 

1990年8月17日香港《大公报》以《“神怪气功”不是气功》为题报道说：“日前，北京中医学界终于为

中国气功正了名：‘神怪气功’（神话气功），不是气功。‘外气’是没有的——它并没有物质性，仅仅是心

理暗示而已，至于由‘神怪气功’激发出来的‘特异功能’无非是种种骗人的魔术。”北京来的这个报道，略

嫌迟了几年。正如报道指出：“许多‘气功师’已经成了‘狂吸人民血汗的暴发户’！……纪念来，香港科技

界总觉得奇怪，那些明显是荒谬的‘特异功能’（包括‘神怪气功’），国内的科学界为什么不鸣鼓而攻之

呢？国内来的这个报道，也说明国内传媒在开始纠正以往对特异功能报道的偏差了。其实，否定‘特异功能’

的意见，在国内科学界一直占着主导地位，否则中国还能放卫星，搞对撞机么？！” 

在港报文章中所提到的“北京中医学界”的代表人物就是现任中国中医研究院气功研究室主任、气功专业硕士

研究生导师张洪林副研究员。 

多年来，张洪林在文献研究、实验研究及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气功概念、气功作用机理、“外气”

实质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论述，对正本清源，还气功本来面目起了导向作用。对打着气功招牌的

伪气功给予无情揭露，在数十种报刊发表文章100多篇。《人民日报》、《科技日报》、《工人日报》等报刊

先后将他多篇文章编发了内参。张洪林曾多次与科学界人士一起参加“捍卫科学尊严，破除愚昧迷信”等报告

会。1995年9月6日和9月13日，张洪林以《“电气功”与气功无缘》、《伪气功面面观》为题，在《工人日

报》陆续发表文章，继续与有关专家学者联合为“保卫科学精神，反对伪科学”而战。并于1996年3月出版了

《正本清源——还气功本来面目》一书。 

此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也写了许多文章并多次参与揭露伪科学的活动。在我国

1985年8月间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华人物理大会”上，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华人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丁肇

中、李远哲见到何祚庥时都表示了支持他反对伪科学的鲜明态度。丁肇中曾三次对何祚庥表示祝贺。他对与会

的海外朋友说：“何祚庥先生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比研究高能物理重要得多。高能物理研究的是局部问

题，反伪科学涉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关系到提高民族素质的问题。” 

1996年8月9日始，《人民日报》第九版在“倡导科学文明，破除封建迷信”的大标题下，以《正确认识

〈周易〉摒弃占卜糟粕》、《关于风水的评价》等为题，陆续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发表有关意见。这表明，专家

学者在倡导科学文明方面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了。 

六、专家学者在提高报纸文化品位上的特殊作用 

报纸文化品位的高低，决定着报纸质量的优劣。 



由于中国文化的传统特色，也就决定了我们的报纸具有极其鲜明的传统文化特色。因此，报纸副刊刊发旧

体诗词、书画、篆刻等传统文化艺术的质量，不仅决定着副刊的品位，也决定着整张报纸的品位。但由于历史

的原因，民族虚无主义的一度泛起，传统的文化艺术被一些报纸轻视了，加上缺少这方面的专家，因而也就影

响了报纸的文化品位。 

首先是各地的一些报纸副刊发表的旧体诗词存在着严重的格律问题。即使一些权威性的大报也概莫能免。从目

前笔者业已收集到的各地报纸发表的有格律问题的近百首诗词来看，问题是严重的。 

近年来，笔者对报纸发表的一部分有格律问题的诗词作品进行了评论，并对一些屡刊屡错的报纸提出了批

评。有的报纸已经引起注意，并陆续刊发了高质量的诗词作品；有的报纸干脆不再发表旧体诗词；有的报纸怕

出差错，在发表旧体诗词时无论诗词质量如何，一律将诗标词牌删掉，更是弄巧成拙。 

据笔者对报纸发表的一些不合格律的诗词作品分析，多是作者不谙诗词格律，如平仄韵混用，不讲平仄，

不论对仗，失粘失对，凑足字数就是一首诗词。而编者限于文学素养难品优劣，无从修改和把关，如此刊登在

报纸副刊上也就必然影响了报纸的品位。 

关于诗词，著名学者周汝昌认为：“诗词是中华民族的汉字文学的高级形式。”而能熟练地驾驭诗词这种高级

的文学形式，需要具备相当高的学养，因此，刊登高质量的旧体诗词无疑是报纸高品位的一个标志。 

为了提高报纸的文化品位，报纸副刊编辑在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外，还应注意多刊登专家学者的高质量的

诗词作品，以对一般作者加以引导，提高创作水平。当然，有眼光的报纸更应当发现和培养自己的诗词专家，

或聘用诗词专家，以确保报纸的文化品位。 

除诗词作品外，书画、篆刻作品之优劣也能影响报纸的文化品位。但由于书法更具抽象因素，非专门研究者不

能品其优劣，加上各报美术编辑学西画者多，对书法作品的质量难以把关，因此，一些“有书无法”的低质量

的书法作品也就时常得以刊登在报纸版面上，严重地影响了报纸的文化品位。 

1993年第2期《书法》杂志刊登的《“书法热”中之思考》一文针对书法艺术的庸俗化倾向得以泛滥的

“较重要的渠道”，尖锐地指出：“一是宣传媒介（如非书法专业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等）。这些部门的编

辑、记者，真正懂得书法的不多，但是喜欢猎奇，因此一些走江湖的、‘耍杂技’式的所谓‘书法家’，便能

投其所好而大行其道……还有一家晚报……经常刊登一些‘书法’作品，除逢年过节刊登一些名家题字之外，

平时发表的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不堪入目的拙劣之作。所以有朋友开玩笑说，谁要编一部《天下劣书大全》的

话，别的地方不用去找，从这家晚报上剪贴一下就足够了。” 

由此可见，报纸的文化品位不仅关系着报纸的质量，而且也关系着报纸的权威性。报纸要提高文化品位、

保证质量和保持可信度，重要的措施就是要重视发挥专家学者的特殊作用。 

结 语 

俄国“十月革命”以前，新闻界有一个派别，叫“苏伏林派”，这一派新闻记者的座右铭是：“记者如果

不能事事都懂，至少也应当装作全都知道的样子。”11 而在社会现实生活中，人们不难发现“苏伏林派”的

影子。有些新闻记者受虚荣心的驱使，往往不肯承认自己知识上的缺陷。实际上也给不少人造成新闻记者是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通，无所不晓”的印象。因此，有的新闻记者不愿正视专家学者的作用，

更不愿想专家学者躬身请教。 

前不久一位老报人讲述了一件令人深思的事：他曾给某晚报写过一篇关于集邮的稿件，文中介绍中国清末珍邮

“红小花当一元”价格为30万美元。然而稿件见报时却变为“30美元”。显然，编者可能怀疑一张邮票能值30

万美元？因此也就自以为是地将30万美元改为30美元。其实，这位老报人就是一位集邮家，其办公室也与那家

晚报同一层楼，如果编者能打一个电话，或多走几步路，这一近乎常识性的差错就完全可以避免了。事实上，

报纸上的许多差错就是这样出现的。 



一些新闻工作者认为，报纸是新闻纸，只要把新闻报道搞好了，其他的都是次要的。殊不知，记者的文章

和作品也是可以反映出他的文化层次和文化品位的。例如，一册由“十几个新闻单位的数十名新闻工作者”编

辑出版的大部头辞书《新闻知识总览》（延安大学出版社）第456页解释“何为押韵型标题”时说：“……即

将多个整齐的句式同押一韵，制成韵律有序的标题……”但文中标题例句“东一株西一株积木成林 今一棵明

一棵坚持有益”不仅无韵可押，而且平仄失调，如此标题怎么可以说成是“韵律有序”呢？可见，这“数十名

新闻工作者”当中如果有诗词专家，或能请教有关专家，也不会出现如此贻误后学的差错。 

综上所述，专家学者对办好现代报纸的重要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尤其在现代科学中，不同领域的交叉常常

出现新学科的生长点，多学科互相渗透常常导致科学技术上的重大突破，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不仅要开阔视

野，加强学习，而且要更加重视发挥专家学者在办好报纸中的重要作用。 

注释： 

①参见《新闻与写作》1996年第4期，张永春：《时代呼唤专家学者型的记者》。 

②参见《中国记者》1996年第7期，柴世宽：《面临其他媒介挑战的美国报纸》。 

③参见《中国新闻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李启：《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定位》一文。 

④参见《中国记者》1996年第7期，柴世宽：《面临其他媒介挑战的美国报纸》。 

⑤参见《中国青年报》1995年9月19日《警醒》。 

⑥参见《国际新闻界》1995年第5期，胡舒立：《新闻纸（NEWSPAPER）有用纸（USE PAPER）——美国报纸实

用性新闻的发展、流变及现状》。 

⑦参见1988年9月15日《光明日报》第2版，刚建：《处在前（潜）科学状态的新闻学——访陈力丹》。 

⑧参见《中国新闻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李启：《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定位》。 

⑨参见《中国新闻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李启：《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定位》。 

⑩参见《新闻大学》1995年秋季号《写好时代文章 培养优秀记者——南怀瑾先生谈新闻教育》。 

11南振中：《记者不要掩饰自己知识上的缺陷》，《青年报刊研究》1996年第3期。 

（本文于2001年荣获第五次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三等奖。该奖为吉林省人民政府所设政府最高

奖，每三年评选一次。本文首刊于《广西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

料·新闻学G6》1998年第2期曾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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