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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挑战中创新
——历史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阶

　　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一个语境化的理论谱系，它经由数代理论家和政治家的接续努

力，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与时代、实践对接的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入中国，经由

革命时代、建设时代、改革时代、新时代四个时代，每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都在努

力构建与时代相适应的理论话语体系。进入新时代，面对全面开放条件下的新传播格局，

执政党赋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新的内涵，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时代化、中国化和大

众化，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体系。这个理论创新过程，不是一蹴而就

的，也不是某一个人力量和智慧所能成就的，需要执政党长期、集体的努力。

　　关 键 词：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创新/时代化/中国化

　　作者简介：

　　张涛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执行院长 ，西藏大学特聘教授。上海 200433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增进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国际理解与国际传播策略研

究”(项目编号：15AZD026)系列成果之一。

 

　　人类是社会实践的动物，在人类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社会事实，成为人类自身认知的

对象。社会科学的使命就是认知人类的社会活动，依据的材料就是人类实践活动生发的社

会事实。社会学家布迪厄曾提出过“总体性社会事实”(total social facts)概念，他

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就是“总体性社会事实”，在此基础上建立总体性社会科学。

“总体性社会事实”所涉及的人类实践兼跨各种支离破碎的学科片段、经验领域和观察分

析技术，涉及多个社会学科分工，这些各自独立的社会学科和知识领域从不同方位观照、

考量不同领域、维度的社会事实。新闻传播学科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分支，主要关注人

类的新闻和交往活动。在社会科学群落中，新闻传播学科是一个后发的学科领域，虽说它

所关注和研究的新闻现象和传播活动，早在人类成为社会性动物之日起就已开始了，但这

些现象和活动包含在“总体性社会事实”中，被其他先行学科纳入其认知范畴之内。及至

大众媒介的崛起，经由媒介生产、传播的社会事实大量扩张，媒介对于人类社会活动的介

入日渐深广，相关的社会事实开始丰富起来，继而催动新闻学和传播学的产生发展，新闻

学和传播学从“总体性社会事实”中，将关乎新闻活动和人类交往的“事实”剥离出来，

进行专门化的研究，进而形成体系化的知识谱系和方法论逻辑。

　　“新闻观”是关于新闻(广义)“是什么”特别是“应是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做新

闻”的根本性和系统性的看法。新闻观是新闻主体的新闻信念，是指导新闻实践根本性和

总体性的思想，是建设新闻共同体的灵魂，是新闻主体进行自我维护及与他者展开论辩的

观念工具。在不同的视野中，新闻观有不同的具体构成方式，但每一种新闻观的核心都是

它的新闻价值观。主导当前中国新闻业的新闻观是具有本土当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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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具有两大功能：一是解释功能；二是批判、辩护功能。所谓解释功

能，意指新闻观是为人们提供关于新闻传播问题、现象、活动的认知框架。在一个开放多

元的认知语境中，存在不同认知框架的竞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其中的一种。面对多种

新闻观的竞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若要胜出，需要靠其解释力和说服力说话。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以其雄辩的逻辑和过硬的理论强度为人们认知新闻传播问题和现象提供了一个极具

说服力的解释框架。所谓批判、辩护功能，是指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极具锋芒的战斗性，

旗帜鲜明地为人民立言，为无产阶级辩护。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从不讳言自己的立场，它

站在人民和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发声，揭示在扭曲的资本主义社会与意识形态场域中被遮蔽

的力量和本质，真正为那些在政治、经济以及思想上受侮辱受奴役的“沉默的大多数”代

言。

　　马克思、恩格斯：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奠基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起源于19世纪中期，由马克思、恩格斯创建。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新

闻传播思想的论述是被嵌入在他们整体性思想体系中的，即被渗透在其哲学、政治经济

学、历史等思想体系中的，这些后来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理论，就是布迪厄所

说的“总体性社会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闻观不是独立的体系，而是内嵌在马克思

恩格斯的整体性社会理论框架中。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是时代的产物，也是马克

思、恩格斯独特的理论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新闻传播思想产生的重要背景，一是资本主

义的世界性崛起。随着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人类社会进入“世界交往”时代，世界交往

实践颠覆传统交往的时间体验和空间体验，改变了社会结构的连接方式。世界交往延伸了

人类的交往半径，对外部环境的感知空间也空前拓展，人的“世界观”因世界边界的拓展

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二是大众媒介的普及。大众媒介的兴起，意味着人们对于世界感知

的体验和经验不再依附于个人化的经验和感知，而是依靠媒介的中介作用，经由大众媒介

建构，形成对于周遭世界的感知和价值判断，形塑社会认知网络。三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对社会价值观念的遮蔽和扭曲。资本主义体系的崛起，与之伴随的是一整套为其辩护的意

识形态的出场。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需有一套意识形态系统，为其提供合法性证明。

诸如自由、平等、民主之类的口号和说辞，进入社会公共领域，进而成为高频的公共语

词。基于上述背景，马克思、恩格斯的强劲出场，揭开了处于权力上升期的资产阶级意识

形态障眼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们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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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②。马克思、恩格斯的

新闻思想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包括精神资料生产和分配的不平等。作为支配阶

级的资产阶级，不仅是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基于对资本主义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不平等尤其是精神力量不平等的

深刻洞见，揭示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欺骗性以及工人阶级受精神奴役和蒙蔽的本质。马

克思自由报刊思想、人民报刊思想、工人报刊思想即是从社会解放和精神解放的高度，为

人民立言，为万世开太平。马克思从源头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人民性基调。

　　列宁：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苏俄化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工人阶级政党，在俄国发动了一场刷新人类历史记录的红色革

命，开启了人类历史新纪元。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从欧洲出发，波及到资本主义刚刚

启程的俄国。列宁利用报刊建党，凭借报刊的宣传功能将革命党组织凝聚起来，完成了一

场开天辟地的政治革命。源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经由列宁的创造性转化，成为

指导俄国革命的思想武器。在政治意识和革命力量甚为薄弱的俄国，列宁发现，要在全球

资本主义发展的薄弱环节提前发动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没有革命的报纸，决不可能广泛地

组织整个工人运动。要把组织有效凝聚起来，思想统一是必要的条件。事实上，早期工人

运动和党组织活动存在严重的“小组习气”以及小集团、宗派习气，当时党报的工作方式

是“手工业方式”。为此，列宁提出要办“全俄机关报”。办“全俄机关报”，要求党报

要坚持自己的立场，须有党性，不能把党报办成一个形形色色观点简单堆砌的场所。确定

党的观点和反党观点的界限是：党纲、党章和党的策略决议。列宁指出，对于社会主义无

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整个事业无

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滚开！超人的写作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整个事

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社会民主主义机

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

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革命活动中，党报的角色是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在

革命活动中，列宁强调党报的党性担当，但并不意味着党报一味追求整齐划一、强调组织

上的步调一致；以牺牲言论自由和个人权利为代价，追求表面上的“一律”。列宁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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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否认现存的分歧，绝不掩饰或抹杀这些分歧；公开的斗争可以一百倍促成牢固的统

一。提倡机关报上“同志式的论战”。针对个人的言论自由和党的组织性之间的关系，列

宁作了清晰的界定：为了言论自由，我应该给你权利让你随心所欲地叫喊、扯谎和写作。

但是，为了结社的自由，你必须给我权利同那些说这说那的人结成联盟或分手。党是自愿

的联盟，假如不清洗那些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党组织就不可避免地会瓦解，首先是思想

上的瓦解，然后是物质上的瓦解。因此，列宁批评那些在党的组织内部呼吁“自由”、反

对组织“束缚”的那些人。党的组织在他们那里是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或者少数服

从多数在他们看来是农奴制，他们一听在中央领导下进行分工，就发出可悲又可笑的号

叫，反对人们变成小齿轮和小螺丝钉。在那些过惯了穿着宽大睡衣、趿拉着拖鞋的奥勃洛

摩夫式的家庭式小组生活的人们看来，正式章程是太狭隘、太累赘、太低级、太官僚主义

化、太农奴制度化了，太约束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了。列宁指出，言论自由是一回事，而

党的组织纪律性是另外一回事。尤其在革命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列宁强调党报的党性原

则，强调党报的政治鼓动和宣传功能，强调党报在无产阶级夺权斗争中的战斗性，无疑是

具有历史合理性的。

　　及至十月革命之后，红色苏维埃政权建立，无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苏共领导的苏维

埃政权面临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重任。这一时期，党报面临新的宣传使命：一是为新国

家、新政权讴歌，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鼓与呼。为此，党报探索宣传苏联经济建设的方法

和模式。二是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新的思想和价值框架。在社会主义政权根基未稳的情势

下，苏联面临着国外以及国内敌对力量的颠覆和诋毁，为此，需要有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框

架为其辩护。苏联党报体制借助国家政权的护佑，发展成为一整套新闻宣传制度和意识形

态体系。但是，后来的斯大林体制，将由列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引向了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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