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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报纸性质的命题 

作者： 孙旭培  

关键词： 报纸 命题┊阅读：625次┊ 

命题要符合逻辑 

报纸是传播信息（包括事实的和意见的信息）的一种媒介。但从报纸在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来看，对于报纸性质

应该有个什么样的命题呢？对此，历来有许多说法。常见的说法有： 

报纸是社会舆论的工具； 

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报纸是阶级的舆论的工具 

报纸是经济建设的工具； 

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 

报纸是传播知识的工具； 

…… 

以上所列说法，大多数在一定的场合都是能够成立的，但用来作为报纸性质的命题，绝大多数都是不适当的。因为它们

有的只是概括了一定时期部分报纸的特点（如“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经济建设的工具”等），有的是以报

纸的部分作用作为报纸性质的命题（如“报纸是传播知识的工具”等），有的是没有体现报纸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属

性（如“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等），有些命题同时具备了上面所讲的几种不足（如“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

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等）。 

到底哪一种说法真正适宜于作为报纸性质的命题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弄清报纸性质作为命题所要遵循的起码的前

提，然后根据某个命题是否符合这些前提来进行判断。总之，命题要符合逻辑。 

我认为，以下几个前提是必须具备的。 

其一，报纸性质的命题必须从历史和现实的全部报纸现象中去抽象和总结，而不是从某一阶段、某一部分报纸中去抽象

和总结。因为我们讨论报纸性质的命题，不是为制定某个时期指导报纸工作的文件寻求一个提法，而是为了建立科学的

新闻学的需要。而新闻学是以所有的报纸现象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因此报纸性质的命题，必须与“报纸”这个概念的外

延相一致，也就是能大致概括世界上印刷报纸问世以来的各阶级，各团体的报纸，官方报纸和民间报纸，政治性的、经

济性的、文化性的报纸等。只有这样的命题，才能引导人们认识报纸的全貌。同时，新闻学不只是单纯的总结过去还要

预见未来，因而要求报纸性质的命题同时还能概括可以预见的未来的报纸，也未尝不可。 

但现今有些命题，说的是“报纸”的性质，（“报纸”之前未加任何限制词，通常应是断定了“报纸”的全部外延，即

泛指所有的报纸），实际上却是以全部报纸现象中的一部分来定报纸的性质。如“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种命

题，仅从逻辑学的角度，就可以看出它犯了定义者的外延比被定义者的外延狭小的错误。人们看了会问：那末掌握政权

前的无产阶级报纸呢？这种“瞎子摸象”式的以局部代替全局的结论，是不能作为报纸性质的命题的。 

其二，不能以某一时期报纸所担负的任务，或所起的某种作用，作为报纸性质的命题。比如“人”的概念，我们可以说

人是能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动物。这个命题就很好。但是如果我们因为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有不同的创造

力，就说人是能创造石器工具的动物，或者说人是能制造青铜器和铁器的动物，或者说人是能盖高楼、建工厂的动物，

这些话本身虽然并没有什么错误，但它们作为人的概念的命题，显然都是不恰当的。同样，我们在讨论报纸性质的命题

时也遇到这种情况。诚然，一定社会和时代中的许多报纸，就其作用而言，是起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作用，或经济建设的

工具的作用，但它们作为报纸性质的命题同样是不恰当的。上述命题是以夸大报纸的某个作用在先，以这个作用取代报

纸的性质在后，缺乏科学的抽象、本质的概括。 

其三，报纸性质的命题，要有新闻学的特点，体现报纸的特有属性。在逻辑学的“分类”概念中，一个大类中包含了几

个小类，这个大类就叫母类，这些小类就叫子类。一个子类区别于其他子类的那些特有属性，叫做子类差。逻辑学中有

一个常讲的公式是：“给某个概念下定义，就是揭示出这个概念的母类加子类差。”这就是说，在定义、命题中，揭示

子类差，即揭示该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有的属性，是起码应该做到的。可是，有些命题没有做到这起码的一点。比

如，“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说法。它没有把报纸与军队、警察、法院等许多的阶级斗争工具相区别的特有属性表

现出来，因而是不宜作报纸性质的命题的。这并不是说这个说法根本不能存在。应该肯定，它极言一定时期的报纸在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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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作者：韩鸿┊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 媒介管理之可持续发展战略观 

作者：罗晓娜┊ 2006-05-29 

  一、 媒介与管理  媒介管理，顾

名思义即是指存在于媒介领域内的管理

问题。媒介是一种复杂的实体，其性

质、类型及功能的定位都是随着不同的

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与之对应

的一切管理与营运也是应势而动。…… 

·赵月枝教授获批长江学者讲座教 2009-10-18

·国际青年影像季2009-2010 2009-10-18

·2009互动电视（中国）峰会通告 2009-10-18

·首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 2009-10-13

·香港浸会大学第三届普利策新闻 2009-10-03



级斗争中起的作用。有的革命家、政治家正是从这个角度使用了这一说法。而这并不意味着，新闻学可以直接把它搬来

做为对报纸性质的命题。当然，它不宜于作报纸性质的命题，不仅仅是个逻辑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个理论和实践问

题，本文因篇幅所限，不能讨论了。 

一个常见的、也是推不倒的命题 

那末，什么是报纸性质的较为合适的命题呢？我认为较为合适的命题是，报纸是社会舆论的工具，这是一个常见的，也

是沿用已久而推不倒的命题。 

说报纸是社会舆论的工具，这是从马克思到现代都有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多次谈到报纸是反映和表达社会舆论的。

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后的马克思，甚至说：“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他还把报纸同“公众舆论”的关系，

比作驴同“驴背上的袋子”的关系。可是现在却有某些人，拼命攻击“社会舆论的工具”的提法，其最堂皇的理由，是

说它抹煞了阶级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社会的社会舆论和报纸，就其主体而言，都必然表现出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性质，这种性质根本

不存在可抹煞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的意识形态》的著名著作中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

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

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

级支配的。”既然被统治者的思想，一般地受统治阶级支配；那末，社会舆论也会一般地受统治阶级支配。马克思、恩

格斯接着举例说：“在某一国家里，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因此，在那里统治是分离的，那里占统

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人们把分权当作“永恒的规律”来谈论。”这里讲的“人们”，显然包括被统治

者在内，这里讲的人们“谈论”，就是社会舆论。就是说，社会舆论把资产阶级的分权学说，看作“永恒的规律”。可

见，一个社会既然是有阶级性的，作为社会舆论的主体，作为这些社会舆论的工具的报纸，当然是有阶级性的。可见，

那种抹煞了阶级性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当然在某一社会中，如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会出现少数与统治阶级思想不一致

的报纸，但它们毕竟是少数，是弱势，不处于支配地位，不能改变整个社会舆论的性质。 

我们说报纸是社会的舆论工具，还有一个原因是，报纸虽然能产生很大的影响力，但它自身并不是权力机关，而是通过

反映社会舆论来影响社会的，这种影响力只是一种舆论的力量，“理智的力量”。同时，报纸在服务对象上有广泛的社

会性，它总是以享有尽可能多的订户、尽可能大地影响社会为自己的努力目标，它必须与党派团体内的宣传材料、集会

讲演等舆论形式有很多不同之处，所以无论何种报纸，从内容到形式都要突出其公开面向整个社会的特点。因此，马克

思说，“任何机关报”也都是“代表社会”的。 

倾向性的概念不必进入命题 

如前所述，我们不必因为报纸只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阶级性，而否定报纸是社会舆论的工具的命题。但是，无论在什

么时期，各种报纸存在着不同意义上的、不同程度的倾向性，这确实是客观存在的。那末，应该不应该有一个报纸是有

倾向性。但倾向性，不限于阶级性。同一阶级、党派中的各集团之间，同一阶级的各阶层之间，都会有利益和观点的不

同，因此都会有不同的舆论表现，这就使各种报纸表现不同的倾向性，亦即不同的党派性、集团性等。 

1874年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机关报的《德意志-----布鲁赛尔报》（马克思是它的主要撰稿人），在它的声明中就是使用

“倾向”的说法，而不是用诸如“阶级斗争的工具”之类的极端提法，声明说：“我们的报纸是彻头彻尾有党性的。因

为它有表达的十分明确的倾向”。为什么只提“倾向”性？我想，这与前面提到的，马克思认为即使“任何机关报”，

也应“代表社会舆论”有关。 

倾向性的概念，并不限于阶级性、党派性，它还可以有其他含义，因不同的历史条件而有所变化。比如到了阶级差别完

全消失的社会，因为革新与守旧的差别、先进与落后的差别、学术流派的差别还会存在，作为其舆论表现的报纸，各种

报纸不可能绝对平均和公允地反映形形色色的社会舆论，仍会有不同的倾向性，只是失去了阶级性的内容。因此，说报

纸是有倾向性的社会舆论的工具，似乎能更好地解释和说明历史上、现实中和未来的各种报纸现象。比如，它至少比

“报纸是阶级的舆论工具”的命题科学和严密。“报纸是阶级的舆论工具”的命题，固然揭示了世界报业中的一个重要

特点，即用这把尺子，能把资本主义报业与社会主义报业区分开来。但这只是一把刻度很大的尺子，在具体分析和衡量

各家报纸时，则要求有一把刻度很大的尺子，在具体分析和衡量各家报纸时，则要求有一把刻度更细密的尺子，而不能

只用要么是无产阶级舆论工具，要么是资产阶级舆论工具这把尺子来定性。因为确有不少报纸，尽管其阶级倾向性不可

否认，却有强与弱、鲜明与不鲜明的差别。任何事物，都必须通过一定的量来表现其质的规定性。真正堪称对立的两个

阶级的舆论工具的报纸，只是事物的两极，不可能是报纸的全部。如果一概称为阶级的舆论工具，就毫无分寸感可言，

就无法区别对待。以此论推导下去，你也无法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当年为何在“资产阶级的舆论工具”上发表了那么

多的文章，而“资产阶级的舆论工具”又为何肯发表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文章。 

当着我们对各种报纸现象进行科学分析的时候，不能不承认报纸倾向性的存在；但当着我们作为读者去选择报纸时，情

况似乎又发生了变化，比如当有人问你：你是喜欢报道新闻客观公正的报纸呢，还是喜欢报道新闻时带有倾向性的报纸

呢？你肯定会回答：喜欢客观公正报道新闻的报纸，而不喜欢有倾向性地报道新闻的报纸。即使那些对社会舆论工具之

说持反对态度的人，也会希望自己获得的新闻是记者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报道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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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上去很矛盾的现象，是怎么来的呢？这是因为报纸面对的读者群，都是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社会甚至一定环境的

读者群，在这特定的时期和环境中，作为读者群的主体（不是全部），由于都受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影响，在许多事物

上可以有共识，报纸客观公正地反映的，是社会共识。因此，客观公正不但受到读者欢迎，也应该是报纸和新闻工作者

追求的目标。这种客观公正，与从新闻科学的角度承认报纸的倾向性并不矛盾。因为这个倾向性是在分析历史上各个不

同时期不同种类的报纸现象，特别是出现在阶级对立尖锐、阶级斗争激烈的时期的报纸现象中抽象出来的。但即使在这

样特别的时期，我们也必须强调，报纸的党性、阶级性也好，应该建立在科学和理性的基础上。而具有建立在科学和理

性基础上的倾向性的报纸，它应该是真正客观的、公正的。所以实际上是寓倾向性于客观公正之中。 

既然报纸是社会舆论的工具的命题，并不排斥倾向性这层含义；既然报纸是有倾向性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又容易引起报

纸不客观、不公正这种不必要的误会，那末，关于报纸性质的命题为什么不可以回到那个使用已久的朴素的命题——报

纸是社会舆论的工具呢？ 

（初发表于1982年1月，1992年2月修改， 

再发表于《新闻学新论》，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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