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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的“学问”在哪里？

[ 作者 ] 赵先权 

[ 单位 ] 传媒学术网 

[ 摘要 ] 新闻无学论流布久矣。其参照系数，即传统的学科。在有些人看来，越是曲高和寡、精深玄奥的理论或知识，越是妙不可言，价

值连城。我以为凡事不能执于一端，而不及其余。客观地从全局看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加正确地行动，对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大有益处。

[ 关键词 ] 新闻无学论;新闻传播;新闻事业

       新闻无学论流布久矣。其参照系数，即传统的学科。在有些人看来，越是曲高和寡、精深玄奥的理论或知识，越是妙不可言，价值

连城。我以为凡事不能执于一端，而不及其余。客观地从全局看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加正确地行动，对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大有益处。众

所周知，新闻传播的作用不可低估，它好比一个操作系统的仪表，任何细微的运作或动态，都会灵敏地反映出来。毫不夸张地说，新闻事

业是当代社会的电脑，虽不是包罗万象，却也是气象万千。离开了新闻事业，我们的生活就如一潭死水，社会就会处于封闭状态。新闻的

学问，不在于追求一种纯粹的“形而上”的境界，而在于吞吐一切学问，为社会现实服务。拿来主义、为我所用，这是新闻学的气概。文

史哲能为新闻学垫底，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人类学、心理学，都是新闻学的营养或气血。当然，新闻学在社会科学序列中间还是

相当年轻的。它的羽翼尚未足够丰满，力量也还不十分强大。我国的新闻学和新闻事业，远未至风光无限好的佳境，发展的道路仍很漫

长。那么，新闻学者和新闻工作者该如何处理博与专、理论与应用的关系？我想，这正是新闻的“学问”之焦点与特点。可以说，这是一

个广阔的天地，可以让人纵横驰骋。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和精神财富，都有必要接受，从而化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勇气与智

慧。深入浅出、言近旨远，方为新闻之魅力。如果只有“大白话”的形式，而无引人入胜、潜移默化的内涵，那么新闻就的确有“无学”

之嫌。很显然，文化底蕴是新闻从业者能否高屋建瓴的关键所在。胸怀、气魄、眼光，这些内在素质本身就包容着大学问。从这个意义上

说，新闻界人士并不只是简单地充当“喉舌”，也不只是被动地成为时代的见证人和记录者。面对如此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世界，一个

浅薄的人是托不起新闻这只“大鼎”的。我们千万不要误以为新闻不过是常用汉字的排列组合，恰恰相反，它关系着国计民生、社会走

向，学问大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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