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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在外国来华访问的新闻学者和著名报人中，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创建人、首任院

长沃尔特•威廉(Walter Williams)是最受中国人尊敬的。当时，中国的新闻学者称赞他是“吾

人师表”、“世人模范”，“与之交际者，莫不佩其人格与学识”。 

威廉不仅是美国新闻教育的开山祖，而且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新闻理论家和新闻伦理思想

家。他在新闻教育中最早重视新闻道德教育，开创了新闻教育重学生思想品德培养的优良传

统。他亲手制订的《记者守则》是世界上最早成文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被译成50多种文字，

在世界新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威廉曾先后两次来华讲学，当时，留美学习新

闻专业并回国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都受过他的教育，其新闻学说和道德思想深为中国资产阶级新

闻学者所推崇和接受。因此，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非常有必要了解威廉及其新闻学说，尤

其是他的新闻伦理观。 

威廉的新闻道德思想集中反映在他手订的《记者守则》里。这份诞生于1911年的新闻职业道德

规范，是在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支配下产生的，它集中反映了本世纪初叶西方资产阶级进步

报人的道德要求。其主要内容有：(一)新闻事业是神圣的职业。(二)凡与报纸所刊载文章有关

的人，就其全部职责而言，均为公众所信赖的人。因此，不为公众服务而仅为私利驱使者，均

为背信弃义之徒。(三)思想清晰、说理明白、正确而公允，是优良新闻事业的基础。(四)新闻

记者，只须写出心目中认为真实的事物。(五)对新闻压制均属错误，除非为国家社会幸福而设

想者。(六)出言不逊者，不适宜从事于新闻之写作。受本身偏见所左右及他人偏见之笼络，都

应该避免，绝不能因威逼利诱而逃避本身之责任。(七)广告、新闻与评论，均应为读者的最高

利益服务。因此，一种有益的求真求实的观念高于一切。(八)新闻事业应该独立不挠，傲慢、

权势均不能使其动摇。勇于打抱不平，但不为特权者的要求或群众的吵闹所惑。在法律、忠诚

及互助的认识下，尽量给于人平等的机会。深爱我们的国家，又诚心促进国际善意，加强世界

友谊。从这份最早的《记者守则》中可以看出，虽然它不及后来的新闻道德规范那样明晰和全

面，但却体现了西方新闻职业最基本的伦理精神和道德追求。如：为公众服务的目的、正确公

平的态度，求真求实的观念，超然独立的地位和廉洁不贪的作风等等。这些要求奠定了西方新

闻职业道德规范的基础。后来西方各国所制定的记者道德准则，虽然因各国的情况不同而在内

容上互有差异，但威廉提倡的新闻伦理基本规范和精神，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共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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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921年冬，威廉来中国访问，他在北京大学作了题为《世界的新闻学》专题演讲，胡适替他作

翻译。这篇演讲，与其说他在阐述“世界新闻学”，还不如说他在宣传自己的新闻伦理思想。

在演讲中，他提出研究新闻学的人和创办报纸需要5个最重要的条件： 

第一、独立。报纸是代表舆论的机关，应当取公正人的态度，不应当承某人某党派的关注，仰

某人某党派的鼻息或受他的津贴而拿真正的意见作植党营私的奴隶，所以要保持独立的精神，

以纯洁的我的意见我的理论去替全社会做事，主持公道，便是第一个要义。 

第二、办报要大胆有勇气。不怕外来的压力、胁迫、诱感，不受一切的制裁。所谓勇气，不但

物质上的勇气，……并且要道德上的——精神上的——勇气。无论如何，不为外力所胁迫、引

诱而变更志向，才能算是真有勇气有毅力的新闻记者。懦弱的和意志薄弱的人，决没有做新闻

记者的资格。 

第三、新闻要真确老实，不应伪饰或捏造以丧失信用、自贬价值。新闻采访的时候，要审慎；

将要传播的时候，要注意他的来源是否正确。不正确的和影响模糊的新闻消息，决不能传播。

若勇于说谎，决不配当新闻记者。新闻记者唯一的格言，也可以说是唯的定义，是“说老实

话”。 

第四，新闻记载的要有兴趣，因为报纸是要人看的，倘若干燥无味，人家岂愿意看呢?不愿意

看，销路便不广，报纸便无用了。…… 

第五、可以总括以前四项的，便是要干净、纯洁而且有用处。所谓干净，是要免除卑鄙恶浊的

新闻；纯洁是一秉至公、不偏不党；至于有用、便无须解说了。……所以既办报纸，必须办干

净的、纯洁的、寿命能长久的、有益于社会的，才算得是个新闻纸。 

威廉的演讲在内容上，完全是他手订的《记者守则》中新闻道德思想的进一步阐发。同时，我

们也可以认识到，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所强调的新闻道德原则和规范，主要是在独立的人格、

超然的地位、大胆的勇气、老实的态度等几个方面。这些反映了资产阶级进步性的道德主张，

对刚刚诞生不久的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20年代出版的新闻学著作和论

文中，不仅威廉的名字常常被提到，而且，他的论点常常被人当作经典在引用。可以说，他的

新闻伦理观念完全融入了中国资产阶级新闻学的血液之中。 

1927年1月，北京新闻界人士在黄天鹏的倡议下成立了“北京新闻学会”，并出版了新闻学刊

物《新闻学刊》。在这个刊物上，不仅有关于威廉生平事迹的介绍，如鲍振青的《威廉博士之

一生》，而且还有介绍威廉新闻学说的专文，如吴天放写的《威廉论新闻学》。后一篇文章，

精要地介绍了威廉在北京大学演讲的内容，并说此文的目的就是因为国人自己经营新闻事业太

落后，如果用威廉的观点来“加以检衡，则中国新闻界之当引为奇大之羞耻与歉悔者”，所

以，作者要介绍威廉的新闻学说，“以资棒喝”。 

翻阅《新闻学刊》上的一些论文，不难发现，威廉的新闻观点及其言论常常被学者们作为立论

的依据。例如，王小隐在《新闻事业浅论》一文中说：“新闻记者亦应自知其地位之重要，修

养其品德才能，同为文化上之宣力者。吾闻美国新闻学家威廉博士：‘古人每称有笔如刀，但

此笔须在伟大人格之手’，其言殆谓倘非其人，则蒙其害者多矣”。威廉这句话就是他在北京

大学演讲时说的。可见威廉的演讲成了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新闻学者的经典名言。 

五四以后，中国出版了第一批新闻学著作。它标志新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已开始步

入学术的殿堂。当时出版的著作有徐宝璜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任白

涛的《应用新闻学》等。从这些著作中，我们明显地可以看出威廉新闻学术思想的影子。这些

著作的作者也自称，他们的著作都是参考欧美学者的专门著作而写成的。任白涛在《应用新闻

学》中还将威廉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世界的新闻学》作为余录附在书尾，认为这篇演讲“实本



书之天然绝纱之结论也”。 

那么，从新闻伦理角度看，威廉的新闻职业道德观对中国资产阶级新闻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

些方面呢? 

第一、视道德人格为研究新闻学的人和创办报纸的最重要的条件。 

作为杰出的新闻教育家，威廉把品德教育、人格培养当作新闻人才培养的首要目标，认为一个

人“想藉新闻为社会服务，都应当知道有三种预备的工夫，便是知识、技能、人格”，而三种

工夫中，道德人格最为重要。威廉说：“有了知识了，又有了技术了，假使无道德，格外危

险，因为他容易颠倒黑白和混淆是非的，足以能为社会大害。所以必须道德高尚，必须有独立

的人格”。这种符合新闻职业自身特点的道德认识，被中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家所首肯。从徐宝

璜的《新闻学》开始，每一种新闻学著作都列出“访员之资格”或者“记者之资格与准备”，

“新闻记者之资格及修养”等专节，来论述记者的道德品质与新闻事业的关系。最具代表性的

是邵飘萍在《实际应用新闻学》中，提出了“品性为第一要素”的著名命题。邵氏认为：新闻

记者“盖因其握有莫大之权威，则种种利欲之诱惑环伺左右，稍有疏虞，一失足成千古恨矣。

故外交记者精神上之要素，以品性为第一”。徐宝璜、任白涛等新闻学者也有同样的论述。由

此可见，视品德为记者的第一条件，是中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家的共识。这一共识的形成，当然

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关，但对于或在美国留过学或对威廉极为推崇的徐宝璜、邵飘萍、任

白涛们来说，威廉的新闻观显然与之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第二、独立的精神、客观的态度和不偏不倚的立场。 

威廉的新闻伦理思想是在自由主义新闻理念的支配下形成的。他的新闻道德观有一个突出的特

点，就是认为新闻是社会公共舆论机关，记者应本独立之精神，持超然物外之态度，作客观公

正之报道。在《记者守则》中，他提倡记者要“独立不挠，傲慢、权势均不能使其动摇”。

“新闻记者，只须写出心目中认为真实的事物”。在《世界的新闻学》的演讲中，他提出的第

一条道德要求，便是“独立”。他说：“报纸是代表舆论的机关，应当取公正人的态度，不应

当承某人某党派的关注，仰某人某党派的鼻息或受他的津贴而拿真正的意见作植党营私的奴

隶。所以要保持独立的精神，以纯洁的我的意见我的理论去替全社会做事、主持公道，便是第

一个要义”。 

这种超党派、超阶级的新闻道德观是西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中影响最大的观点，是西方最崇尚

的道德信念。本世纪初叶，中国的新闻学者和报业人士对此是极力推崇和全盘接受的。在二三

十年代出版的论文和著作中，提倡报纸独立的言论，可谓屡见迭出，随处可见。徐宝璜在《新

闻纸与社会之需要》一文中说：“新闻纸既为社会之公共机关，故其记者亦为社会之公人、责

任匪轻，处之宜慎，遇事当求其真，发言应本乎正，本独立之精神，作神圣之事业，信仰取

得，权威自立，尊严立见”。邵飘萍说：“外交记者心目中，绝无阶级之观念，惟以如何乃可

尽其职务为交际活动之目的，故其品性为完全独立，不受社会恶风之熏染，不为虚荣利禄所羁

勒，是为养成外交记者资格之先决条件”。任白涛说：“新闻记者有一最要之自觉，则社会之

第三者也。……彼之眼中，不须有敌我之区别；彼之心底，不许怀某种之成见。不问如何之时

际、场所，其地位、态度，常为超越的、独立的、客观的”。这些论点表明，徐宝璜们的思想

认识与威廉的新闻学说如出一辙，他们都认为新闻职业是社会的裁判者，是党派阶级之外的观

察员和记录员，因此必须具备独立不移、客观公正的品质。当时他们认为，记者最大的乐趣就

在于：“身无党派之囿，得说公平之话，完全以新闻记者的身份，自由发挥意见”。 

第三、要有道德精神上的勇气，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 

威廉认为，“办报要大胆有勇气，不怕外来的压力、胁迫、诱惑，不受一切的制裁，……懦弱

的和意志薄弱的人，决没有做新闻记者的资格”。这一道德主张与“第三者立场”是密切相关

 



的。新闻记者要做到超党派、超阶级、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和发表评论，就必须有大胆的勇气

作支撑，不然就会屈服于外来压力，变更志向。 

在我国五四以后的新闻理论著作中，有关记者勇敢坚强品德的论述可谓比比皆是。例如，任白

涛《应用新闻学》中的有关论述与威廉的观点可谓毫无二致：“意志薄弱之记者，不知精神的

报酬为可贵，徒津津焉惟物质的报酬之是求。于是资本家、野心家伺其弱点而饵以所欲者，以

买其欢心，使曲其笔，作一己之企图，是为新闻记者通有之怪状也。”因此，记者必须具备

“刚健的意志”。 

尤其令人关注的是，在20年代中国的新闻学论著中，大多数论者都引用孟子关于“大丈夫”人

格的几句话作为记者品质的要求。邵飘萍说：“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

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此外交记者之训练修养所最不可缺者”。任白涛说：新闻记者

“当具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之精神。笔可焚而事实不可改，身可杀而良心不可

夺”。虽然他们表述的语言是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名言警句，但在精神实质上与威廉的“无论如

何，不为外力所迫胁、引诱而变更志向”的话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知道，中国资产阶级新闻伦理观念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新闻道德学说的影响下产生的，染有

明显的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的色彩。这些道德观念对当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来

说，面对“久处军阀铁蹄之下，推残舆论不遗余力” 的社会现实，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反封

建、反军阀黑暗统治作用，同时也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新闻学者对西方新闻自由的向往和对独

立人格的追求，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当时中国的新闻学者在接受以威廉为代表的西方

资产阶级新闻伦理观的时候，似乎并没有进一步追向和深究：记者的第三者立场和独立精神如

何才能做到和保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报人在提倡这些道德主张的时候，他们自己在具体的

新闻实践中是否能真正做到超政治超阶级等等。这些问题，只有到了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无产

阶级新闻学诞生之后，才得到了科学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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