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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要追溯到2001年4月份。那时我大二，利用此前的寒假，对家乡盛行的 

外围彩做了调查，当是对专业知识的应用。稿件写出来之后，蔡禾老师和王宁老 

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是可以投到专业刊物去发表。然而我自知他们的评价鼓 

励多于客观，未修改之前，是不会有正规学术刊物接受的。于是一面修改，一面  

把初稿e－mail到南方周末编辑部。隔了不久，收到甄茜的回复，说是对这个很  

感兴趣，想和我谈一下。翌日，她和她先生请我在华南理工大学附近的一家潮州  

菜馆吃饭，我将自己的看法都说了出来。随后把文章的删节稿用电子邮件发给她。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报道终于没上报。因为学习繁忙，加上文章过不多久便  

被《广东社会科学》收稿，我也就忘了这件事。  

  去年暑假之前，班里有个女同学说暑假不回家，打算找个报社实习，她一向  

觉得我认识的人比较多，问我有没有办法。我想起了甄茜，给她发了一封邮件。  

当时觉得让一个不是很相熟的人帮自己的同学很不好意思，便在信里说自己也想  

去，本意是等报社里面答应之后，我再借故推辞，让我的同学去就好。谁知去年  

6月底，那位女同学被选拔进学校辩论队，要参加集训，准备全国大学生辩论赛。  

结果为了不失信于人，我只好抱着玩玩的态度，自己到南方周末去了。那天是  

2002年7月2日。  

  暑假的实习期过后，我申请去美国读书的准备工作也开始了，做完9月5日的  

报纸，便辞了，回到学校忙着写Personal Statement、Writing Sample以及请老  

师写Recommendation、填申请表格等。国庆假期的某天下午，突然接到李多钰打  

来的电话，说是报社里面比较忙，希望我回去帮手，并许诺每月给一定的编辑费  

云云。其时我申请的事情尚未结束，手头也有一些稿费，尚不缺钱；但想起暑假  

期间，她对我照顾有加，总不好意思拒绝，这一去便呆到今年2月。  

  这样，从2002年7月2日到2003年2月26日，除开中间离开一个月，我在南方  

周末的日子大约7个月。期间除了帮忙处理城市版的编辑工作，特别留意了里面  

的组织架构和生产过程。  

  一、南方周末的组织架构  

  南方周末的组织架构是很特殊的。纵向看，首先它隶属于南方日报报业集团。  

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本身是个有着双重性质的单位：一方面它号称集团，从市场的  

角度来看，是独立的法人；但另一方面它直接受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管辖，从人  

事组织和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它是一个依附于政府的事业单位。因此，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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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业集团和中国其他伪报业集团一样，呈现出强烈的中国特色：在报纸的经营  

（发行、广告等）上有较大的自由度，报道内容上则服膺于中共的宣传需要。南  

方周末作为南方日报的子报，尽管在外人眼里和人们素习的党报形象大相径庭，  

但也摆脱不了党报的性质。下面将会有详细论述。  

  就其内部组织结构而言，南方周末由在广州的总部和三个驻外记者站（北京、  

上海、成都）构成。广州总部其实就是编辑部和广州记者站，报纸的编辑在这里  

完成，也有部分记者常驻这里，一有新闻再四处出访。编辑部又分为新闻部、经  

济部、文化部和城市专题部。记者站和总部的联系借助电话、email、传真等，  

记者站内部每周有一次例会，总部每周四开会，就上一期报纸的内容进行讨论，  

以及为下一期的报纸做准备。  

  人事上分为职工制和聘用制两种。职工制也就是传统社会学意义上的单位制，  

集团为这些职工提供完整的薪酬和福利，聘用制则是南方周末自身招聘的员工，  

在集团内部不占用正式的编制，也缺乏正式职工所享有的部分福利。  

  二、南方周末的新闻生产流程  

  在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大厦的12楼，一出电梯就可见到布告栏上贴着一张报纸  

编辑流程表。一共分13个环节：拼版——送一校——改一校样——送分管副主编  

——改副主编样——大样送审——改大样——送二校——改二校样——核对广告  

——签片——分管副主编核对——发排印刷厂。  

  值得注意的是里面的大样送审这一环节。所谓大样送审，就是在分管副主编  

审核过后，再送给集团里面的领导（2个南方日报社社委）和总编审核。通常这  

一关是最严格的，从稿件的主题到个别字词的应用，都不能违反有关国家（或说  

党）的规定。也就是说，新闻的生产在这里被一层意识形态的屏蔽过滤了。  

  事实上，上面提到的只是编辑流程而不是新闻的全部生产过程。新闻的产生  

可以追溯到采访之初。或是编辑部定下题目（主要是城市专题部），或是记者自  

己的新闻触觉有所发现（比如新闻部和经济部的大部分新闻），或是接到外界报  

料（某些突发事件，如汤山投毒案等）。编辑部定下的题目通常是一些编辑个人  

感兴趣的东西，尤其是城市专题部。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受个人学识和视角、立  

场影响也比较严重。稿件出来之后，还得经过编辑的修改。编辑在修改稿件的时  

候，除了看文章的行文和主题思想之外，还得考虑到版面安排，比如该期广告的  

多寡。  

  这样，在层层因素制约之下，决定稿件最终见报与否的因素，既不是文章的  

文采，也不是新闻的真实客观，而是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  

  三、被枪毙的专题和其他  

  在南方周末8个月的时间里，城市专题（25-28版）被枪毙过两次。  

  2002年7月间，专题部原来计划出一个关于天津的专题，题目叫“影子城  

市”，稿件的内容大意是批评天津近年发展不快。但到了大样送审的时候，社委  

说题材太过敏感，不能上。因为当时正在16大召开前夕，不能随便批评兄弟城市，  

以免对当地的领导人的政治前途造成不良影响。按照当时的规定，城市专题4个  

版面必须在星期三下午下班之前签片，而稿件等到周二早上才被社委否决。一时  

间专题部的人都忙开了，毕竟要在一天之内凑齐4个版面的稿件不是件很容易的  

事。后来就用“家教方程式”的专题代替了。临时拼凑的东西，质量可想而知。  



另外一次是在2003年元旦前后，经过记者一个多月的操作，做出来一个有关珠海  

的专题。结果也是因为对珠海即将上马的石化项目的批评触及到社委敏感的神经  

而被否决，理由是省委对珠海上这个项目有不同意见，报纸出这个专题会得罪省  

里的领导。那天周二下午将近5点的时候被否决。当时南方周末的印刷流程已经  

有所改变，城市版必须在周二下班之前签片。临时从新闻部调了部分稿件，再另  

加拼凑，居然加班到晚上11点也弄出来一个专题。  

  除了这些比较罕见的例子外，影响新闻稿件的质量的因素还有很多。印象最  

深的一次就是做世界博览会专题的时候，一个驻沪记者找了个复旦大学的学生翻  

译一篇文章，无奈那人的英文实在有限，翻译出来的东西怎么都读不通。我疑惑  

之下上google找到了原文，才发现原来几乎整篇文章都翻译错了，又懒得整篇重  

新翻译，只好稍作修改，加了几个校者按，然而还是难以卒读。  

  另外一次比较搞笑的是年前煞有介事的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奖。那些奖项号称  

经过专家评审，其实都是事先定好了一些候选作品，专家也是和南方周末关系比  

较好的学者，未必能代表得了国内新闻学界的看法。那天临近签片的时候，一个  

编辑忽然心血来潮，说这个奖项不如就空缺着吧，给个提名奖就好，显得评审宁  

缺勿滥。最后果真把那个奖项的获得者放到了提名奖的名单里。  

  四、从南方周末看中国新闻的特点  

  中国新闻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受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影响非常严重，即使是  

南方周末这份在外界眼中显得比较独立的报纸也不例外。究其根源，在于这些报  

社没能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传媒机构，它们都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部的严密控制  

之下。笔者曾在南方周末看到一份中宣部发布的定期内部文件，里面详细规定了  

该时期新闻报道应该注意的事项，大到对负面新闻的报道不能太多，小到要求媒  

体不能报道张五常的行踪和活动，真是无微不至，面面俱到。李金铨在《中国媒  

介的全球性和民族性：话语、市场、科技以及意识形态》中提到：  

  “潘忠党和陆晔借法国社会学家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的概念认为，  

中国记者在日常新闻实践中，有选择地使用不同的话语资源和技巧，以规避、吸  

纳和抵制官方的权力控制，正是以不同的「对策」来对付上面的「政策」。记者  

用官方辞令来正当化自己想做的事，例如（1）用党八股来论证媒介上马的项目；  

（2）赋予过时的宣传路线（群众路线）以新意，并融入市场和专业主义的逻辑  

中获利（如市场调查），以及（3）顺着政治气氛讲话。他们除了消极地阳奉阴  

违，也积极地从党国义理中寻找市场根据。然而这些策略看情况应变，很不稳定，  

是「弱者的武器」，使他们与权势对抗时赢得一些小胜利。”  

  事实上，这样的看法既小看了中共意识形态的渗透能力，也高看了国内媒体  

工作者的文化和民主自觉。就新闻的生产过程看，不但共产党的政策法规无处不  

在，就是那些媒体工作者，也往往不知不觉地遵循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调子。  

  从媒体工作者自身的素质看，大多数是一些庸俗的文化人（informed  

citizen），而非自觉的、反思的知识人。他们要么被意识形态麻醉得完全失去  

意识，完成从“国家洗脑工具”向“党的宣传公司”的转变；要么转而贩卖一些  

肤浅的现代城市情调，比如什么小资、波波族，并在这些贩卖中得到虚假的对抗  

满足。  

  若从现象学的角度看，则所有的新闻从一开始就不是客观的，都是些被扭曲  

的文本，实事本身在记者、编辑和报社的审核人员的个体经验和知识水平中被撕  

 



裂，变成一些毫无意义的、充满偏见的庸俗碎片。当然，这是已经所有新闻的特  

征，而非仅仅是中国所特有了。  

  五、结语  

  其实我是很不喜欢写东西的，总觉得写出来的东西没有多大价值。然而这次  

要交实习报告，只好随便写了这篇文字。  

  想起暑假的时候，在公共汽车上遇到哲学系的夏可君老师，跟他说我到南方  

周末实习，他立时批评我，说是媒体都很庸俗，去那些地方干什么，并担心我接  

下来的一个学期不能专心读书。现在看来，果真是应验了。然而还是要感谢李多  

钰，她给了我很大的自由，让我不至于被日常那些庸俗的工作过分纠缠着，也正  

是因为有这几个月的经验，才坚决了我继续读书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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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闻生产的特点——对南方周末的个案研究 会员评论[共 1 篇] ╠

记得教外国文学的张老师曾说过:态度决定一切.她说这句话并不是真的认为态度决定一切,而是强调正确

态度的重要性.事实上,正确、认真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真的能决定受众 [舍我其谁于2003-4-17发表] [1

篇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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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CDDC◆联系CDDC ◆投稿信箱◆ 会员注册◆版权声明◆ 隐私条款◆网站律师◆CDDC服务◆技术支持

对CDDC有任何建议、意见或投诉，请点这里在线提交！  

◆MSC Status Organization◆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版权所有◆不得转载◆Copyright © 2001--2009 www.cddc.net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如有违反，追究法律责任. 

提交 重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