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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科技日新月异，媒体已突破传统的束缚，朝向多元化和多样化发展，尤其继平面媒体和镜头媒体之后，网络媒体的

迅速发展与流行，致使近代新闻事业日益蓬勃。但是，在市场化的进程中，传媒生态同时衍生出关于新闻自律、职业道

德与社会责任等棘手的问题。因此，研究这些问题的基本原理，并探求其基本法则，以化解商业利益和新闻伦理之间的

矛盾，极为迫切。换言之，没有一个时代比现在更需要新闻哲学。  

一、新闻哲学的由来  

“哲学”一词的英文“Philosophy”原为希腊文中的Philos与Sophia两字，前者的意思是“爱”（Love），后者则

为“智”（Wisdom），合起来即为“爱智”（Love of Wisdom）；因此，哲学亦被称为“爱智之学”。中国古代

将哲学称为“玄学”、“道学”或“理学”。现在通常认为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界、

社会和人类思维及其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学问。而伦理乃探讨人类生活中的道德行为，反映社会的道德现象，认知“对

错”，区分“善恶”， 属于哲学的范畴。举凡对伦理问题的讨论，自然离不开哲学所关心的人生及社会政治议题。  

如此一来，新闻伦理与新闻哲学便显得关系密切，但我们仍必须明确的是，何谓“新闻哲学”？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

大辞典》，对“新闻哲学”的界定是：  

新闻哲学是对一切新闻传播现象的哲学研究。它主要借助哲学方法研究新闻传播现象，探究其本质、规律，总结其工作

经验。其研究内容主要有两部分：一是对新闻学本质原理的研究，重点探讨新闻的起源与本质、新闻的特征与社会属

性、新闻传播的运作规律等。二是对新闻工作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重点探讨新闻工作中的各种矛盾关系，运用辩证法

研究这些矛盾关系中对立的两个方面怎样相互联系、相互斗争以及怎样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1］  

在余家宏、宁树藩等编纂的《新闻学词典》对这一概念的解释与前者也是大同小异：  

“新闻哲学”是研究新闻本质与规律的学科，即原理新闻学。内容涵盖构成新闻的要素，新闻与信息、事实、政治、群

众、社会舆论、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文化传统的关系。研究的目的在于厘清新闻的本质与规律，找出新闻学的逻辑起

点，以建立一套科学的新闻理论体系。［2］  

另外有学者将新闻哲学称为“舆论学”，主要研究舆论的形成及其如何在社会上产生作用。研究对象是人们的集体意

识，即揭示人们的集体意识如何反映各种社会事件，探索传播、扩大集体意识的手段与方法。研究的内容涵盖舆论产

生、形成的过程；舆论构成的因素；舆论的类别与特性；新闻事业与舆论的关系等等。研究方法则包括民意测验、抽样

调查、综合读者意见，以及历史比较和问题讨论等。［３］  

可见，新闻哲学不仅是研究媒体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同时是一门深入探讨新闻学本质的学问，既是新闻学理论基础，也

是对新闻媒体与新闻制度基本原则的合理诠释，故美国新闻与传播学者据此称之为“媒介哲学”（Media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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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块法运作头版报道

 

作者：胡德桂┊2004-04-21 

一、 板块法的概念如今的报纸特别是

党报，其头版的报道安排一般运用的是

“开中药铺”的方法，即每期报纸的头

版上什么所谓的重要内容都有，也就是

说报道内容比较零散，一般地一条稿件

即为一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

 

· 目前中国出版业的改革，操作方向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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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改革，改是形式，是表象，革才

是本质，是进步。不能体现社会进步的

“改”，怎么搞花花架子，都于国于民

无益。 （一） 据报载，若干“国家

级”出版社（除人民出版社外），均已

组成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并宣称……

 

 



“新闻哲学”获得比较系统的阐述，是由弗雷德·赛伯特（Fred Siebert）、奥多·彼德森（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Ｐｅ

ｔｅｒｓｏｎ）和韦尔伯·施拉姆（Ｗｉｌｂｕｒ Ｓｃｈｒａｍｍ）同撰的《报刊的四种理论》（Ｆｏｕｒ Ｔｈｅｏ

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开始。  

四种理论皆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反映了当时媒体的实际情况，然而冷战结束后，全球大多数国家逐渐对外开放，面对社

会转型、政治改革和市场经济的需求，媒体不得不重新思索自身的定位。因此，针对新闻传播现象的各种新闻难题和困

境，厘清当中的纠葛并作出正确判断，从而总结出完整的理论系统，以此作为新闻伦理与道德实践的根据，是新闻哲学

萌芽成长之因。  

二、 研究新闻哲学的意义  

20世纪下半叶至世纪末，传播媒介快速实现了电子化、影像化和数字化。太空卫星将电视信号传播得无远弗届，使人

类的社会活动无时无刻不被新闻信息紧密包围，特别是互联网对人类生活的渗透，使人们无论身处何地，皆可迅速收发

信息；大量信息的流通，不但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而且让世界变得愈来愈小。“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在

人类跨入21世纪的今天才真正实现。  

这个信息时代，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无不使出浑身解数，以强大的采集和传播信息的能力，及时提供广泛

和丰富的新闻。面对纷至沓来的信息，受众必然会做出取舍，选择对其而言新鲜且有着切身利益的消息。因此，受众的

选择行为、同业之间的相互竞争，令媒体生态日趋严峻，新闻从业人员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具体表现在：残

酷的生存竞争带来媒体产业的此消彼长，许多新闻从业人员不择手段争夺独家新闻或杜撰似是而非的报道，不仅破坏了

新闻的真实和客观，甚至违背了新闻从业人员的职责。因此，在这种氛围下研究新闻的理论根基，并且将伦理的探讨引

入哲学的殿堂，以阐释新闻伦理的客观存在和重要性，便具备了实质意义。  

事实上，早在１９０８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首位院长威廉博士（Dr.Ｗａｌｔｅ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就针对

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问题，制定了至今仍具影响力的《报人守则》（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ｓ Ｃｒｅｅ

ｄ，见附录二）。随后，为将新闻伦理贯彻于媒体的日常运作，不同国家的新闻机构或组织都制定了本身的规则信条，

作为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依据，例如：美国报纸编辑人协会的《美国报纸编辑人协会原则声明》［4］；法国的《法国

新闻记者职业道德宪章》［5］；日本新闻协会的《新闻伦理纲要》［6］；国际新闻记者联合会修订的《新闻记者行

为准则宣言》［7］；世界报业评议联合会的《吉隆坡宣言》［8］等。  

这些伦理准则是根据新闻从业人员在社会实践中，经过日积月累的经验互相磨合制订出的与当时、当地情况相适应的规

范，颇具指导意义。而伦理属于哲学范畴，伦理学是哲学的一部分，因此，哲学不可避免介入道德的各种指涉。但研究

新闻伦理，仅仅列明道德准则，或者说明准则之运用及列举各种冲突的观点仍嫌不足，应当进一步研究新闻从业人员在

商业利益和新闻伦理之间作出选择的缘由，这才是新闻哲学所关心的课题。  

总之，新闻事业的急遽发展，突显了媒体与社会、媒体与政府、新闻与伦理、真实和虚假、有偿和无偿等各种关系的冲

突。呈现问题的症结，解决这些复杂关系所产生的两难困境，以及从哲学的角度加强新闻人对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的理

解，进而运用哲学方法解决新闻工作者在理念上和实践中遇到的矛盾，才是研究新闻哲学的意义。  

三、当前中国新闻伦理和新闻哲学的研究概况  

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从业者的新闻实践活动逐渐为世界各地新闻学者所关心，进而研究新闻与伦理的关系，奠定

了新闻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石。  

新闻伦理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取决于国情、历史等诸多条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

前，中国没有新闻伦理学专著问世；直到改革开放后，国内新闻学者对新闻伦理的研究才空前活跃起来，通过经验传递

和理论建构，著述成果颇为丰硕。  

１９８４年，余家宏等人编写《新闻学简明字典》时，第一次对“新闻伦理学”作出阐释。此后，甘惜分主编的《新闻

学大词典》以及冯健主编的《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都收入了“新闻伦理学”这一词条。［9］到了９０年代下半

期，经过学者们的努力，新闻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正式确立。主要标志有两个：  

一、陆续出版了多本有关新闻伦理学的专著。  

   



１９９５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新闻学院周鸿书教授撰写的《新闻伦理学论纲》。该书对新闻伦理学做出界定，阐

明了该学科的范围、任务和研究方法等，填补了新闻伦理学专著方面的空白，迈出中国新闻伦理学研究的第一步。  

１９９７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桂兰主编的教材《新闻职业道德教程》，随后国内对新闻伦理研究的专著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10］ ２００１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黄瑚撰写的《新闻伦理学》。同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蓝鸿文主编的《新闻伦理学简明教程》，该书在迄今出版的新闻伦理学著作中，对新闻道德自律信条搜集得最为完备，

除了辑录国外许多新闻团体和媒体自身制定的职业道德信条、准则、守则、公约之外，还增加了人民日报社、新华社、

解放军报社、广播电影电视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报业协会、四川省记协、山东大众日报社（含各

子报刊）所制定的道德自律信条。这是“对新闻道德自律信条作的一次世界性扫描，从全球的视角来观察新闻职业道德

这项基本建设。” ［11］  

尽管这些著作不可避免地存在些许缺欠，然而瑕不掩瑜，它们都不同程度地为新闻伦理学这门新学科在中国的建立和发

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大学的新闻院系先后开设了新闻伦理课程。  

20世纪８０年代伊始，中国有些大专院校已经酝酿了新闻伦理课程的雏形，开始以专题或专章的形式讲授新闻职业道

德。迈入90年代，部分大学在学科建设中逐步正式设置以及系统性教授新闻伦理，彻底改写了中国大学新闻院系缺乏

新闻伦理课程的空白历史。  

正当新闻伦理的理论在中国学术和教育领域取得了极大发展的同时，《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的制定，更明确

的表现了新闻伦理于实践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１９９１年１月，中国记者协会第四届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１９９４年和１９９７年，又两次对这一准则进行了修订，不仅规范了广大新闻工

作者的职业道德行为，并且为新闻伦理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虽然新闻伦理的发展在短期内已成绩斐然，但其中所关注的面向仍嫌不足。尤其在过去的十多年来，新闻界在新闻队伍

职业道德建设的问题上，重点抓住“有偿新闻”这一道德失范，着力甚深。诚然，这对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行为起了规范

作用，但也因此顾此失彼，轻重倒置，致使新闻界和学术领域忽略了新闻职业道德更为首要的研究课题。事态继续发展

下去，无异缩小了新闻伦理的内涵与外延，无法对新闻伦理进行根本性的探究，更加无法将新闻伦理用于指导新闻实

践。  

虽然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新闻伦理学在中国已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可惜以哲学的角度切入新闻学领域的研究却裹足

不前，迄今为止，以中文为主的出版物仍缺乏这方面的专著，即便论述新闻哲学之相关文章也是凤毛麟角、寥若辰星。

１９９５年，国内新闻核心期刊之一的《新闻界》，在第六期刊登了黄玉顺的《新闻哲学导论》上篇，至次年的第一

期，刊登《新闻哲学导论》下篇。１９９６年４月，《新闻与传播研究》刊登了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芮必峰的

《西方“媒介哲学”评介》，此文通过对施拉姆等人所著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哈切登（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ａｃｈ

ｔｅｎ）的“五种理论”模式、赫伯特·阿特休尔（Ｊ．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Ａｌｔｓｃｈｕｌｌ）的批判模式，以及罗

伯特·毕加德（Ｒｏｂｅｒｔ Ｐｉｃａｒｄ）的综合模式的阐述，较全面地介绍了西方新闻哲学的类型；芮必峰随后

还发表了《新闻本体论纲》[12]。此外，江苏淮阴日报社主任编辑陈坚的《新闻本源论—对三个命题的考察》[13]，

亦是从哲学的角度切入新闻学领域研究所做的初步尝试。  

不可置否中国目前对新闻哲学的研究尚存在广大的空间。现代社会媒体生态的变幻莫测，更加迫切要求新闻业者从哲学

的角度加强对新闻伦理的理解，以作为日常新闻实践中的参酌准绳，发挥媒体的职能并适当调节与社会大众的各种关

系。故笔者认为，吾人处在这个环节上，不论是将新闻哲学作为深化新闻伦理的根基，还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都应

着重于新闻活动的实践问题。  

注释:  

［1］ 甘惜分主编 《新闻学大辞典》第８８页  河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  

［2］ 余家宏 宁树藩 徐培汀 谭启泰编《新闻学词典》第86页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年  



［3］ 参见余家宏 宁树藩 徐培汀 谭启泰编《新闻学简明词典》第９５页 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4］ 最早在１９２２年通过，初名《新闻界信条》，１９７５年作了修改并更名为《原则声明》  

［5］ １９１８年由法国全国记者联合会通过，１９３８年修订完善  

［6］ １９４６年由日本新闻协会修订  

［7］ １９５４年４月２５－２８日在法国波多尔举行的国际新闻记者联合会第二届世界代表大会上通过，１９８６年

６月２６日在瑞典赫尔辛基举行的第十八届世界代表大会作了修订  

［8］ １９８５年在吉隆坡召开的第一届国际报业评议大会上通过  

［9］ 蓝鸿文主编《新闻伦理学简明教程》第１４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  

［10］ １９９８年黄瑚著《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还出版了另外的两本专著：杨

启著《记者的道德自律》，大连出版社出版；严耕、陆俊 孙伟平著《网络伦理》，北京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０年，戴

元光著《传播道德论》，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  

［11］ 蓝鸿文主编《新闻伦理学简明教程》 第3页  

［12］ 载 尹韵公主编 《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１９９７ 年第４期  

［13］ 载 黄晓钟主编 《新闻界》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四川省记协 四川省新闻学会主办 1994年 第4期  

(作者：胡兴荣（1959-）,男,广东罗定人,博士, 香港大学传媒研究中心研究员暨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主

要研究方向为新闻伦理、新闻哲学与平面媒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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