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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台湾学者开始引进 

西方的媒介批评理论，到90年代逐渐进 

入 内地传播学者的视野 ，媒介批评研究 

逐 渐引起 中国学术 界的重视 ，媒 介批评 

实践也随之广泛展开。从近几年的媒介 

批评实践来看，我国的媒介批评的探索 

有得有失 。 

一

、我 国媒 介批 评开展 的深广度仍然 

不够 

媒介批评其实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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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媒介批评才是指对一切与媒介有 

关问题 的分析与评判，它从宏观 、中观 、 

微观三个层面(即文化层面、本体层面和 

现象层面)出发 ，基本上涵盖了一切与媒 

介有关 的领域和问题。而狭义的媒介批 

评只是针对大众传播媒介生产的产品而 

进行的批评。 大众传播 日益发达的今 

天，针对各类媒介产品 、媒介现象、媒介 

活动的批评应运 而生 。然 而 ，与西 方注重 

媒介 的文化 批评 不同 ，我 国 当前 的媒介 

批评的深度和广度都比较薄弱。在这里， 

媒介批评的深广度实际上指的就是当前 

媒介批评涉及微 、中观层面的批评较多， 

而涉及 宏观层 面一一 即媒 介文 化层 面 的 

批评较少 ，也就是说我国的媒介批评更 

多的是局 限于对媒 介产 品和媒介 活动 的 

具体、个案的批评，并因表层的议论而放 

弃对媒介本质的探究。笔者认为，这主要 

有三个原 因。 

1．媒介批 评 的深 入缺 少直接 的理论 

借鉴 

我 国 的媒 介批评 理论 最早是 由台湾 

学者引进的。台湾媒介批评理论家黄新生 

在其代表作 《媒介批评——理论与方法》 

(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0)中就曾提 

出媒介批评的三个取 向，对媒介批评 的研 

究就很有参考意义。不过，他主要研究的 

都是欧洲的媒介批判理论。台湾的媒介批 

评理论主要是欧美的舶来品。不能否认， 

媒介批判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 

在对资本主义的大众传媒及其媒介制度 

进行的批判确实是有效的。但是，内地和 

台湾 不同 的社 会制 度产生 不同性质 的新 

闻传播媒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大众传 

播媒介及其产品不是商品，而是党和政府 

及人民群众相互交流信息、沟通情况、提 

供知识 、教育和文化娱乐的手段和工具。 

社会主义的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是 以实 

现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的，属于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的范畴。如果盲 目照搬 西方 的媒 

介批判理论来对社会主义下的大众传媒 

进行不问青红皂白的批判显然是不合适 

的。这就使得内地学者在对社会主义进行 

合理的批判时失去了理论借鉴，而只能依 

靠自己的慢慢摸索。这就是为什么我国的 

媒介批评缺少深度和广度的重要原因所 

在 。 

2．媒介批评本身的特点制约着媒介 

批评 的深入 

关 于媒 介现 象层 面的批 评又 被称 为 

微观媒介批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既然微 观媒介 批评是 对浅显 的媒介 现象 

的批 评 ，那 么宏观媒介批评 即媒介 文化层 

面的批评就应该属于对隐藏在媒介现象 

后面的媒介本质的批评。所以，从微观媒 

介批 评到宏 观媒 介批评实 际上就是 一个 

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因此，要让媒介批 

评真正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只有透过现象 

抓住本质，也就是在进行媒介现象批评的 

同时也要注意对媒介本质的批评即媒介 

文化批评。可是，由本质本身特点所决定， 

本质是内在的、深刻的、抽象的，只有发挥 

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透过现象抓住事物 

的本质 。因此 ，相对 于媒介现象层 面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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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而言 ，媒 介文化的批评属于媒介本质 批 

评 ，显然 比媒介现象批评更难把握 ，这也 

就难怪 我 国当前 的媒 介文 化批评 相对 滞 

后于媒介现象层面 的批评 ，媒介批评 的深 

度与广度受到了限制。 

3．我国媒介批评研究起步较晚也制 

约 了媒介批评 的深入 

媒 介批评 既然要 深入 文化 层 面进行 

批评 ，就需要学 者进行 广泛 深入 的专 业 

探讨与研究 。西方 早在20世纪20年 代就 

出现 了媒介 批评 的研究 ，主要 表现在 当 

时法兰克福学派对当时资本主义大众传 

媒及媒介制度的批评。2O世纪中叶以后， 

随着当代文化研究等批判流派 的兴起 ， 

西方的媒介批评研究开始进入欣欣向荣 

的阶段②。至于我国的媒介批评研究的开 

端 ，除 了上 文所说 的黄新生 的代 表作《媒 

介批评——理论与方法》一书外 ，台湾学 

者张锦华先生写的 《传播批判理论》(台 

北五 南图书 出版公 司1994)中也系统 介 

绍了欧洲批判学派的许多观点 ，并有许 

多个人立论，两人可以被视为我国媒介 

批评研究的开创者之一。然而，作为传播 

学的一个分 支 ，媒介 批评 理论是 随着20 

世纪80年代大众传播学的引进舶来内地 

的．至2O世纪90年代中叶，我国内地几乎 

未将媒介批评作为一门学术予以认真探 

讨研究 ，直到1995年吴迪先生在《北京广 

播学院学报》第5期上发表的《媒介批评： 

特性与职责》一文才正式开始了内地媒 

介批评研究的序幕。到今年为止，媒介批 

评的研 究也不过 经历 了十来年 ，这 么短 

的时间要 让媒介 批评 广泛深入 到文化层 

面是 不现实的 。 

二、我国媒介批评“异化”成新闻炒作 

现象比较严重 

在当前社会下，媒介批评的作用应是 

引导媒介及其产品(大众文化)走上健康 

发展的道路，以求更好地为社会公众服 

务。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种种原因，媒介 

批评的效果却总是不尽如人意，其作用的 

真正发挥总是受到这样或那样的限制，甚 

至媒介批评本身还有可能异化。当前，我 

国媒介批评异化成新闻炒作的现象比较 

严重。按照费尔巴哈的理解，人的异化就 

是“人把自己的内在本质对象化却反过来 

压抑、支配、奴役人本身，人在异化状态中 

迷失了自我”。 见，异化指的是一物创 

造了一个对象及其环境，却反过来为它的 

创造对象及其环境所奴役、束缚。在本文 

中媒介批 评的 “异 化”指 的就 是媒介 批评 

不仅不能起到批评媒介的作用，甚至连自 

己本身也成为媒介所奴役的对象，变成了 

新 闻炒作 。 

三 、发展我 国媒介批评的对策 

我 国媒介批评需要得 到 良性发展 ，为 

此提出如下建议 。 

1．急 需建立深厚媒介 批评理 论基础 。 

无论是基于 自律行业的媒介批评还是基 

于公众监督的媒介批评都需建立完整、具 

有针对性的媒介批评理论，而且要理清媒 

介批评 与新 闻批评 、文学批 评 、文艺 批评 

的关系。 

媒介批评的历史几乎和媒介 自身的 

历史一样久远 ，然而 ，真正常规化 、专业 

化的媒介批评直到20世纪才出现。19世 

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新闻媒介完成了 

现代化转型，同时走上了专业化道路 ，媒 

介批评作为一种专业 自律的形式也开始 

出现。但就我国现实情况而言 ，正如前文 

所说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台湾学者开始 

引进西方 的媒介 批评理 论 ，到90年代 逐 

渐进入内地传播学者的视野，建立起相 

对深厚的媒介批评理论基础不可能一蹴 

而就 ，这里既有时间过程问题 ，也有我国 

特殊的国情与媒介环境的原因。 

2．形成独 立意义上 的媒 介批评组 织。 

在媒介批评的组织化、制度化过程中须 

以“媒介是 一种社 会公器 ”作 为媒 介批评 

的价值基础，追求客观 、公正与独立 ，立 

足于 “弱势 对 强势 的诠 释 与批 判 ”，它 是 

基于社会公众的批评，在本质上它是一 

种社会公众对媒介行为的监督活动固。社 

会公众拥有或者能够创办这样 的机构， 

可被用来弥补新闻界的不足、制定新闻 

界的竞争标准以及使新闻界恪守它的责 

任 。这 里提 到的 “这样 的机构 ”就 是公众 

批评 媒体 的机构 ，这 一机 构的具体 活动 

在形式上就是媒介批评。从形式来看 ，这 

种公众的媒介批评机构更类似于一种所 

谓的受众权益保护组织。这样的组织在 

国外已经有很多案例。如美国媒介批评 

组织AIM和FAIR，加拿大的Media Watch 

等都是其中的代表。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种公众的媒介批 

评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媒介批评形态。首 

先，由于任何社会公众都可以广泛参与媒 

介批评，他们甚至可以代表各自不同的社 

会利益，因此 ，这种公众的媒介批评在主 

体上具有社会普遍性。其次 ，媒介批评组 

织的建立 ，相应机 构和设施 的完善使得这 

种公众的媒介批评在表现形式上具有了 

现实的操作性。第三，公众的媒介批评在 

批评实践上更有可能实现独立性和公正 

性追求。一方面，公众的媒介批评主要代 

表作为受众的社会公众的利益，它很少受 

到政府利益或媒介自身利益的干扰，从而 

保持批评主体和批评实践的独立性；另一 

方面，公众的媒介批评往往具有公开性的 

特点，它的批评能够引起社会公众的注 

意 ，因而它 的批评 会更加 关照公 正性 因 

素。⑥ 

3．媒介 批评实践 应形成独立 的批判 

力量。不拘泥于内容与形式上的“管制”， 

更不 能将媒介批评框定于政府的管理行 

为之列，其发展方向应是新闻专业主义。 

一 般来说 ，处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关系 

有三种模式 ：消费者控制、第三方控制和 

同行控制。专业主义属于同行控制 ，而政 

府控制则是第三方控制。因此，专业化的 

核心是该专业从业人员对其工作的控制 

程度——而非消费者控制或政府、企业管 

理者控制。对于新闻业来说，自我控制尤 

其重要：避免外界控制，尤其是政府的控 

制 。 

总之，尽管现在媒介批评作为一门学 

科还并不成熟，但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实践 

中运用媒介批评，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为了更好地凸显媒介批评的重要性、必要 

性与实效性，这就要求加深对它的认识， 

并在实 践 中不断丰 富和发展 媒介批 评的 

理论。当然，我国的媒介批评有成功的地 

方也有不足之处。因此，认清这些得失，吸 

取媒介批评实践中的经验教训 ，扬长避 

短 ，使这门新兴学科 日趋成熟完善 ，这是 

媒介批评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注释 ： 

① 雷跃捷：《新闻理论》，北京广播学院出 

版社 ，1997，267页。 

( 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中国人民大 

学 出版社，2001年，37—39页。 

( 王君超 ：《我 国媒介批评的现状 与思 

考》，载于《媒介批评——起源、标准与方法》，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 

( 许俊达：《超越人本主义——青年马克 

思与人本主义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150页。 

( 刘晓程：《论“新闻阅评”之不同于“媒介 

批评”》，《今传媒)，2005(4)。 

( 刘晓程：《媒介批评类别探讨与特征反 

思》，《新闻记者》，2005(4)。 

(作者单位 ：赣 南师范学 院 中文与 新 

闻传播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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