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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新闻事业的回顾与展望

[ 作者 ] 赵先权 

[ 单位 ] 传媒学术网 

[ 摘要 ] 新闻报道对于社会生活就不仅仅是镜子式的“反映”，而是真实的“记录”。从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经过艺术加工的、比生活本

身更深刻的故事与形象，容易产生感同身受的共鸣，并由此认识某个时代。从新闻报道中我们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特别是各种“事件”

的过程与真相，经过时间的沉淀最后就成为历史的符号。新闻报道不如文学的描绘那样可以全景式地展示社会生活的巨幅画卷，却能够借

助大众传播媒介更加广泛、快捷地传递信息、影响舆论、整合行为，本身已经成为社会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新闻事业的魅力就在

于此时此刻的“立竿见影”，满足人们当前的需要。 

[ 关键词 ] 新闻事业;新闻报道;大众传播媒介

       列宁说过，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这是对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高度评价，也表明了文学的价值之所在。那么，新闻报道

对于社会生活就不仅仅是镜子式的“反映”，而是真实的“记录”。从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经过艺术加工的、比生活本身更深刻的故事与

形象，容易产生感同身受的共鸣，并由此认识某个时代。从新闻报道中我们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特别是各种“事件”的过程与真相，经

过时间的沉淀最后就成为历史的符号。新闻报道不如文学的描绘那样可以全景式地展示社会生活的巨幅画卷，却能够借助大众传播媒介更

加广泛、快捷地传递信息、影响舆论、整合行为，本身已经成为社会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新闻事业的魅力就在于此时此刻的“立

竿见影”，满足人们当前的需要。同时，其遗憾与缺陷也难以避免，在全面性和深刻性这些方面往往逊色于文学、历史和哲学等其他领

域。在过去的100年间，新闻事业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变革相辅相成，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应该吸取的教训。概而言之，我们不妨

如是说：一、 新闻要有激情就中国近代以来的新闻事业来看，唤醒民众、鼓吹变革、兴利除弊、激浊扬清，新闻的作用可谓大矣。从戊

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闻事业总是成为急先锋，许多富有激情和战斗精神的新闻人本身就是时

代骄子，比如王韬、梁启超、黄远生、林白水、邵飘萍、邹韬奋等人，都是个性鲜明的名家，有的还为推动社会进步献出了生命，不仅在

新闻史上而且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都英名永存。特别是“五.四”运动期间，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以其新闻实践，成为新文化

运动的先驱，风起云涌、激荡人心，天下响应。其中，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就很突出，是革故鼎新的最强音。在此，我们不妨重温

他1919年7月14日发表的《创刊宣言》，仍然可以感受到那澎湃的激情：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

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

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它的软化。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

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人类应如何生活”

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加以研究，就得了“应该那样生活”，“不应该这样生活”的结论。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民众和之，

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见于宗教方面为“宗教改革”，结果得了信教自由。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

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见于政治方面，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由有限的选举，变为没限制的选

举。见于社会方面，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

为劳获平均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见于国际方面，为国际同盟。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

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德莫克拉希，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

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它打倒。如何打倒的方

法，则有二说，一急烈的，一温和的。两样方法，我们应有一番选择。（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

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

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



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

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致张起大搅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国际的强权，迫上了我们的

眉睫，就是日本。罢课、罢市、罢工、排货，种种运动，就是直接间接对付强权日本有效的方法。至于湘江，乃地球上东半球东方的一条

江。它的水很清，它的流很长。住在这江上和它邻近的民众，浑浑噩噩，世界上的事情，很少懂得。他们没有组织的社会，人人自营散

处，只知有最狭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时；共同生活，久远观念，多半未曾梦见。他们的政治，没有合意和彻底的解决，只知道私争。他们

被外界的大潮卷急了，也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一班官僚式教育家，死死盘踞，把学校当监狱，待学生如囚徒。他们的产业没有开

发。他们之中也有一些有用人才，在各国各地方学好了学问和艺术。但没有给他们用武的余地，闭锁一个洞庭湖，将他们轻轻挡住。他们

的部落思想又很厉害，实行湖南饭湖南人吃的主义，教育实业界不能多容纳异材。他们的脑子贫弱而又腐败，有增益改良的必要，没人提

倡。他们正在求学的青年，很多，很有为，没人用有效的方法，将种种有益的新知识新技术启导他们。咳！湘江，湘江！你真枉存于地球

上。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的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以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

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此文言辞犀利、感情充沛、文采斐然，堪称中国新闻史上“报刊政论文”的典范之作。言论，作为新闻作品中的重要武器，在对舆论的影

响力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急剧变革年代如此，和平发展时期也是如此。当然，时代不同，“激情”的内涵也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性

质。青年毛泽东的激情，是埋葬一个旧世界、开创一个新世界的激情；我们今天的激情，是对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是对改革的呼唤与宣

扬，是对腐败现象的揭露，是对社会不良倾向的监督，是对党和人民利益的维护。新闻报道与新闻言论如果失去了这种热情与激情，就会

平淡无奇、难以调动和疏导社会情绪。二、 新闻要有理性历史的经验与教训表明，新闻的“煽情”，在特定时期容易出现偏差、失去理

性。比如，“大跃进”以及十年“文革”期间，新闻也陷入了狂热，大放“卫星”，大放厥词，昏话连篇，甚至成为林彪、“四人帮”实

现个人野心的工具。这个历史教训是不能忘却的。同时，新闻要有立场，不能盲目“跟风”、凑热闹。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

中，新闻一度成了“有闻必报”、“有闻必录”纯客观主义的载体，实际上对社会动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教训也是很深的，如果

党领导的新闻事业自己却否定党的领导，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新闻在“度”上的把握，既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也要经得起真理的检

验，眼光要放远大一些，尽可能避免留下遗憾。所谓新闻的社会责任，就是要求新闻要有理性，要有一定的判断力和准则。新闻史家们对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新闻界反对越南战争并促使越南战争结束这一新闻“经典”，往往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新闻理性与社会责任

(以"新闻自由"的面目出现)的体现。同时，人们还对70年代“水门事件”的报道津津乐道。在1972-1973年的水门事件中，《华盛顿邮报》

的两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克服各种阻力，全面揭露了共和党在民主党水门大楼总部安装窃听器的事件。尼克松总统因参

与这一事件而被迫辞职，两名记者写成《总统的全班人马》一书，《华盛顿邮报》因此事获普利策新闻奖，名声大振。其实，美国新闻界

反对“越战”，本质上也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而不是维护越南的利益；报道“水门事件”，则是美国党派斗争的衍生物，也是报业激

烈竞争、力求扩大发行量的结果。因此，美国的新闻理性与社会责任是有利害关系的，是国家利益和政治利益的体现。中国的新闻理性是

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是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是民族性与全球性的统一，从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中国新闻界，正在朝着真实、客观、

公正、平衡的方向进行不懈的努力。三、 新闻要有特色在新闻史上别具一格的新闻作品，往往与新闻记者的别具慧眼和敢于报道独家新

闻有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敢为天下先，报道鲜为人知的生活层面或顺应时代潮流的特殊事件，这是令人景仰的那些“先锋记者”们

的追求。著名记者范长江和埃德加.斯诺的新闻实践，就是如此。范长江是我国现当代新闻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

的《中国的西北角》等新闻作品，曾震撼全国上下，现在仍被视为经典之作。1935年，年仅25岁的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

开始了西北采写的历程，历时10个月，行程万里，他的旅行见闻陆续见诸报端：通讯揭露了西北地区的弊政，描述了西北人民啼饥号寒的

悲惨景象，并第一次透露了红军长征时的一些情况。不久，他的《中国西北角》一书出版，范长江充分地表达了他坚决的抗战热忱和对封

建军阀、土豪劣绅的无比憎恨，也表达了他对劳苦大众苦难生活的深切同情和对国家前途的深切关注。1936年，政局动荡，战火频繁，范

长江穿行千里戈壁，深入内蒙西部，对日寇觊觎这一地区的实际情况作了考察。12月，西安事变爆发，他不顾个人安危，直扑事变中心，

他对周恩来进行了采访。接着他又进入革命圣地延安，与毛泽东作了通宵达旦的畅谈，陕北之行使他“茅塞顿开，豁然开朗”。回到上

海，他发表了震动朝野的系列报道，传播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政策。范长江是第一个从白区进

入延安，向全国报道红色区域情况的记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中国人民熟悉的朋友。1936年他作为第一个进入红色区域的西方新闻

记者,在我国西北的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四个月的实地采访,向全世界作了真实的报道,冲破了国民党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革命的严密的新



闻封锁,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影响。他的新闻名著《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 ,1937年、1938年分别在英国和

美国出版。出版后,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轰动一时,重印本和翻印本无数。在新时期，在风云变幻的社会转折关头，新闻的独特魅力

再次展现在我们面前。 1992年2月20日至3月26日, 《深圳特区报》连续发表了8篇“猴年新春评论”和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 ,在海

内外引起强烈反响。8篇评论以朴素而有力的语言,阐发了小平同志的最新思想。《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则详实报道了邓小平同志来深圳

考察情景,生动记叙了邓小平视察深圳期间的主要言行,再现了一代伟人的动人风采和深邃思想,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国内几乎所有的重

要报纸都转载了此文，由此引发了又一次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热潮。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改革开放时期，不同凡响、激动人心的新

闻作品总是新闻价值的高度体现。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新闻工作者都能幸运地捕捉到能够为之拼搏的重大新闻题材，但求异求新求变的思维

方式，却是今天的新闻人应该效法的。平淡中见奇崛，无限风光在险峰，这种境界也是令人鼓舞的。在保证舆论导向正确、遵守宣传纪律

的前提下，新闻如何“出彩”，值得人们进一步探索和追求。展望21世纪的新闻事业，我们有理由相信，新闻对于社会进步的影响力只会

加强，不会削弱。信息时代人们在依赖信息的同时，更需要对信息进行必要的选择与引导，而这正是新闻事业（包括新闻媒介与新闻工作

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尽管有一种观点认为，随着互联网络的普及，传统的新闻传播模式将受到致命的冲击，传统的新闻工作者将要消

失，但我们必须承认，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国家、政党、军队和警察，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差异，体现政党、阶级或集团意志的新闻事

业就一定会继续存在并影响舆论。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然而其中总有噪音与不和谐音，需要辨别，以正视听。因此，为中华崛起而奏出

时代的最强音，必将是我国新闻事业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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