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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教育的文学化误区

.

2006-4-30  皮传荣  阅读261次

     笔者认为,目前的新闻学教育正在进入一个误区，一些新闻院系的新闻学教师和新闻教育管理者正

在用文学的理念、文学的思维方式来从事新闻学教育，新闻学教育变成了文学教育。我们姑且把这种教

育方式称为“文学新闻学”方式，这种“文学新闻学”的新闻学教育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课程设置的文学化  

    

    某师范大学新闻系新闻学专业的一份教学方案称，该专业毕业所需学分为163学分。其专业系列课

共分为四大系列，其中，中国语言文学系列的应选学分为43学分，占专业系列课的68%，占整个毕业所

需学分的26%，其比例不可谓不大。这所学校称，其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宽厚的科学文化素养，能从事

新闻工作、新闻学教育和研究的高级专门人才。但从其课程设置来看，新闻以外其他学科的课程只有法

律基础和社会学，似乎难以看出能培养出“宽厚的科学文化素养”来，倒不如说是培养文学基础比较好

的新闻人才会更准确一些。  

    

    与上面这所学校一样，很多学校的新闻专业都宣称要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的新闻专门人才，但

据笔者观察，其“宽”和“厚”的都是文学。很少有学校把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方面的社会科学和

其他自然科学学科的课程设置比例提到10%以上，更不用说占到20%、30%以上了。很多学校新闻学专业

的课程设置充分表现出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的过分依赖，并偏向于语言、文学领域。  

    

    师资结构的文学化  

    

    有关资料表明，2002年初，全国已有232所高校开办了与传播有关的专业，平均十天左右就有一个

新闻传播专业点诞生。而到2004年底就达到470余家，平均三天多就增加一个点。目前，全国开设新闻

传播专业的院校有661所，一年内增加了约200所。  

    

    新闻传播学教育超常规的发展速度，造成了不少院校师资、办学条件严重不足。在师资严重不足的

情况下，许多新闻学专业大多都是以文学为主体专业发展而来，其课程设置模式往往以文学为基础。一

些没有文学院系的高校，其公共课部或基础部一般都有大学语文之类的教研室，其新闻院系便从大学语

文教研室改头换面，发展为新闻院系。这样，教文学或大学语文的老师便摇身一变，成为新闻学教师。

这些新闻学教师绝大部分都是中文系毕业的，专业是文学。有人估计说，约有六成以上的新闻专业实质

是文学专业的翻版，原来教文学史的现改教新闻史，原来教文学概论的现改教新闻学概论，教文学写作

或基础写作的教师转行为新闻写作教师。在2000年前后，不少新闻传播院校特别是不少三类院校的新闻

传播专业点，一个院、系甚至没有一个新闻专业出身的教师，几乎清一色都是文学专业出身的。  

    

    课堂教育的文学化  

    

    由于这些文学专业出身的新闻学教师一直以来都是做的文学教学和研究，现在半路出家，改教新

闻，他们都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新闻理论的学习，不具备较专业的新闻理论知识；同时，这些文学专业

出身的高校教师也没有经过专门的新闻实践历练，对新闻的整个操作程序、操作技法和操作规范几乎完

全陌生，因此，他们在从理论上给学生传授新闻知识的时候，往往会自觉和不自觉地将自己驾轻就熟的

文学理念夹杂在其中进行讲授，这种情况表现在分析欣赏新闻名篇名作时，尤其如此。新闻学教师动不



动就要分析新闻作品的意境、形象，欣赏其精彩的议论和抒情味很浓厚的文字，过多地赏析新闻作品中

借用文学手法而使用的比喻、拟人、排比等修辞手法，甚至想象力丰富也在欣赏之列。实际上，这些东

西如果用得过多，往往会影响新闻的客观性，使新闻作品表现出明确的倾向性。很多教师特别喜欢将六

七十年代一些文学性很强的新闻作品拿来当范文给学生讲授，这在不知不觉中培养了学生将新闻当文学

来理解和学习的思维方式和学习习惯。  

    

    我们的新闻学理论和新闻学教育一直以来都有一个误区，将文学理论和新闻学理论纠缠不清。笔者

认为，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厘清彼此之间的关系：一、要把文字表达水平与文学表达水平区分开来。无

论是在民间还是在知识界，似乎一直将两者混为一谈。文字表达的准确与精当、精练，是文字功夫高，

属于语言文字的运用问题，不是文学水平的高低问题。从语体特征方面来看，新闻语言属于事务语体范

畴，讲究精练、准确、严谨。文学语言属于文学语体范畴，讲究形象、优美、含蓄等等；二、文学不能

作为一种理念来影响新闻，而只能作为一种技术在新闻中使用。理念是观念形态的内容，技术则只是一

个方法问题，是物质形态的东西，但我们有很多教师却常常把文学作为一种理念而不是仅作为一种技术

灌输给学生；三、文学性的手法只能在新闻作品中偶尔运用，只能作为味精、调料，不能用得太多，以

目前的情势及其社会发展趋势来看，应该是越少越好，因为现代人喜欢原汁原味。一篇没有文学技法的

新闻作品，就好象原汁原味的生活事实一样，更真实、更准确，也就更能令受众接受。  

    

    思维方式的文学化  

    

    一些新闻学教师在进行新闻教学与研究时，往往采用文学的思维方式。这些新闻学教师思维方式文

学化的原因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由于长期的文学教学与研究，很多半路出家的新闻学教师养成了

文学的思维方式；二是新闻学常常被主观地认为和文学是“一家人”，很多从事新闻教学和研究的人和

从事其他学科教学与研究的人在这一点上几乎不谋而合，现在新闻院系毕业的学生，发的都是文学学

位，谁说不是一家人？文学的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就成为一种思维定势，影响着这些教师，甚至左右着

这些教师，使得这些教师在进行新闻学的教学时，也不知不觉地运用文学的思维方式。  

    

    有个事实很能说明这个问题。重庆有一年的新闻采访与写作自学考试试卷，最后一个大题要求学生

根据一篇长约300字左右提要式的消息写出一篇特写。一般来说，消息只是对新闻事实的简要概括，只

是事实的梗概。而我们都知道，特写的特点，一是聚焦性，二是现场性。特写需要细节，需要现场感。

而那篇消息没有对现场的描写，如果要将这种很简单的事实改写成特写，必须重新补充采访，否则，学

生只有在课堂上虚构出细节和现场，而虚构则犯了新闻写作的大忌。显然，出题老师还是在用文学的思

维方式、文学的方法来考试学生和教育学生。这里有个有趣的现象值得我们讨论：如果我们对这个新闻

学教师发问：新闻能虚构吗？新闻可以凭想象写作吗？这个教师可能会说你侮辱他，因为这个问题在所

有从事新闻教学和研究的人看来，都是根本不需要发问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新闻绝对不能虚构和想

象，要用事实说话，要真实。但为什么这位教师又出了这样一个题目呢？答案只有一个，思为行之先，

思维方式左右了他的行动，使他在出题时不自觉地就出了这样一个题。 

    

    作者，西南政法大学新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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