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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回顾 

———中国的美国新闻研究 

陈 

中国的美国新闻研究，一直不像中国的对美国的其他领域研究一样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但是这并不

等于中国的学者不关心美国的新闻事业，用自己东方的哲学眼光观察美国的新闻。在最近的十年中，

出现了一批由中国的美国新闻研究学者撰写的专著。在一些中国学者的论文和专门学术著作中，有许

多涉及到了美国的新闻；许多中国的通讯和电子技术专家，由于十年中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

的发展，也深刻的认识到了美国新媒体的发展。多个不同学术领域的中国学者关注美国新闻，研究美

国新闻，是在这十年中对美国新闻研究中最突出的现象。 

当回顾从1991年到2001年中国的美国研究时，我们首先注意到，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国新

闻学研究样式。 

在这一时期的前期，大概是在1989至1994年甚至1995年，中国的美国新闻研究，并没有重要的成果。

这个时期的中国的美国新闻学研究，基本上是延续1989年以前，以翻译美国重要的新闻学著作为主。1

989年以前翻译的美国新闻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是由董乐山先生主持翻译的《美国新闻史》。中国人

通过这本黙里埃父子的鸿篇巨制，了解到美国新闻的发展历史、主要思想传统、美国新闻与美国社会

各个方面的关系。 

此后，中国一批在国内已经有了一定新闻基本训练的年轻留学生，到了美国把美国新闻学作为自己研

究的主要科目，这些留学生以后完成了自己的学位论文或者是研究项目，他们的主要研究成果出现的

时间大概是在九十年代的后期，这是一些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九十年代以前的中国美国新闻学研

究完全不同，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美国新闻学研究的主要成就。 

这十年来中国的美国新闻学研究成就可以分成不太相象两类：一类以《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为代

表。这一类著作的作者针对美国媒体在1989年以后出现的一边倒的情况，通过对美国媒体上关于中国

的报道分析，认为在在美国的新闻传播界和美国的知识精英阶层，存在着把中国“妖魔化”的情况。

他们认为：“现在的美国新闻界是一个已经没有斯诺的时代”①，美国的媒体代表着“美国大资产阶

级的国家利益”，②这些中国的研究者认为，美国媒体自从1992年起就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真

正有系统、有组织、有计划地妖魔化中国。”③因为这些著作谈论的大多是关于美国媒体对中国报道

的情况，只是其中也有一些关于美国媒体国际报道的工作细节，把它们归进中国的美国新闻学研究实

际上并不是一个最恰当的分类，所以有的人更愿意把这一类作品归入当时盛极一时的通俗政论。 

这个时期的后半期产生的另一类著作，按照一般的学术标准应该属于典型的学术著作。这是一批中国

自己撰写的美国新闻学著作，在此之前，很少有中国人撰写有关美国新闻学的著作，人们看到的主要

是一些观感，或者是一些简单介绍性的小册子。九十年代后半期的这些著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

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透视美国·无冕之王与金钱》、北京广播学院编写的《大众传播与国际

关系》、北京广播学院郭慎之撰写的《北美传播研究》、马庆平撰写的《外国广播电视史》、曹璐等

人撰写的《卫星电视传播》等。在二十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中国的学者和专家撰写出这样一批有质

量的关于美国新闻学的著作，加上一些有质量的翻译著作，是一件值得人们高兴的事情。 



这些著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作者多数是中国的大学教师。他们的这些著作也多为教授相关课程撰

写。在中国，美国新闻学已经是大学新闻专业课程的一门主要课程，美国新闻被当作当代西方世界最

有代表性的新闻传播样式研究，所以从标题看有些专著好像不是专门研究美国的新闻，但是仔细阅读

就会发现，所有谈论外国新闻、或者国际新闻的专著，都有大量篇幅是在谈论美国新闻。这些专著既

是中国大学新的新闻学教科书，也标志着中国近年来美国新闻学的最高研究水平。 

这些中国的美国新闻学著作呈现出来的另外一个特点是，许多关于美国新闻学的著作同时渗透到其他

的学科，比较典型的是北京广播学院编写的《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一书，这是一本研究媒体和一个

国家外交关系的专著，相当一部分内容是研究美国媒体与美国外交之间的关系。在美国的新闻学研究

中，这种交叉学科的研究早已经是一种基本的研究方式了，美国的新闻从业者和美国的新闻学研究

者，从来没有孤立地研究新闻学现象，他们有的从哲学的角度研究新闻传播与人类传播之间的关系，

有的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新闻与国家政治体制、权利等方面的关系，有的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新闻对

社会形态和人类社会行为影响等，当然也有人研究新闻与国际政治的关系。新闻学在美国是一个新的

学科，也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美国也是新闻学最发达的国家。中国的美国新闻学研究，实际上就是

研究最新的新闻学，它必然是一种交叉性的研究。 

这个时期中国的美国新闻学研究值得注意第三个特点是，相当一部分研究成果并不仅仅局限在传统的

新闻学理论框架之内，很多的专著十分注重新闻信息传播的哲学意味，试图从哲学的角度解释美国现

代新闻，比如很多著作在研究美国新闻时都不约而同的运用了现代传播学理论的一些基本范式，试图

在现代传播学的理论框架内阐释美国新闻，这些无疑要比过去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更加有利，它能够

帮助中国人更加深入的认识美国的新闻。因为现代美国新闻，已经和传统的新闻有相当大的不同。美

国新闻现在不仅仅是“报道新近发生的事情”，许多情况下，美国新闻不仅“报道新近发生的事

情”，更是美国现代社会最充分的最强大的信息符号传播系统，它在美国社会内发挥着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单一的研究方式肯定不能勾勒清楚美国现代新闻。 

在这十年中间，科学技术、尤其是代表这个时代的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直接造就了新闻学必须面对

的一个新的媒体形式，也就是所谓的第四媒体国际互联网，它最先出现在美国的新闻传播领域中，是

一个随着新的科技的进步而诞生的一个新的人文学科，很快就成为中国学者研究的对象。 

国际互联网是美国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多年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信息交流方式，它迅速成为美国经

济连续十多年强劲增长的主要动力，并且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在全世界蔓延它的支脉，构筑起一个遍布

世界各个角落的新的新闻传播网络，成为了继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以后的第四种新闻媒体（当然它

的作用还不仅如此）。由于它的诞生地是在科技领域，所以在这十年中间，有许多中国的科技专家也

参与了对美国新兴的第四媒体的研究，许多科技专家学者研究美国新闻，这是以前美国新闻研究中没

有的情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中国科技专家的这种研究并不是完全局限在互联网的技术领域，

他们一些研究涉及到美国有关的法律制度，涉及到新闻传播道德的问题。 

由于美国在通讯技术上的领先地位，使美国在全球建立了先进的卫星通讯传输系统，可以运用更加成

熟的图象和声音压缩传输技术。美国的新闻借助这些先进的技术已经实现了全球化新闻传播的技术覆

盖，从而使美国的新闻可以在任何时间传送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或者说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

任何一件新闻，都可能在美国的新闻报道中看到。从新闻的发展的历史上说，这当然是一种伟大的技

术进步。但是由于这项技术只掌握在美国新闻的手中，这样就可能使人们只能通过美国记者眼中了解

世界。从新闻传播的实际文化效益分析，这不仅是一种新闻资源的极大浪费，更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

情。人们已经知道，即使是对一件客观事物最如实的报道，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记者也会有不同的报道

方式，它所传达的新闻信息也会有所不同。一种文化背景下的新闻信息，一旦长期积累就会影响人们

的思维习惯，使得人们呈现出单一的文化精神。如果美国新闻借助美国强大的科学技术，长期处在世

界新闻的霸主地位，美国式的思维方式就当然的会在全世界广泛的流行，在一段时间里，这样的情形

可能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利。但是这样会加速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消亡，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单一文化格

局。单一文化的最后结局是人类文化的最终毁灭。关于这一点已经有中国学者注意到了，一些论文是

在研究美国在全球的新闻霸权问题。 

这一问题在中国最近几年举行的有关国际互联网技术研讨会议上也被广泛提起。中国的技术专家已经

注意到了这种媒体革命性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它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它对现在和未来人类社会的多

方面作用的问题。他们特别注意到在世界已经不平衡的新闻传播格局中，由于美国拥有互联网技术和

资源的优势，更加加剧了这种不平衡，他们担心世界新闻一极化的形成。 

中国的美国新闻学研究，从一开始就不太注重美国新闻的资本运营研究。因为在中国，媒体从来就不



 

是一种产业，不需要这方面的的知识。这是中国的美国新闻学研究中的一个缺陷，这个缺陷在最近十

年的美国新闻学研究中显得越加突出。 

许多了解美国的中国人或许都知道，在美国经济连续十多年的增长的后期，美国资本市场掀起了一股

并购的热潮，一些公司通过并购实现了资源互补和优势互补，强化了公司的垄断竞争能力。其中美国

在线和时代华纳的合并尤为引人注目。但是在中国研究这个并购案的文章中，基本没有研究这个并购

案对于美国新闻意义的文章，不少文章只是谈到它的经济学意义。 

美国在线拥有1000万多用户，是近几年来急速发展起来的美国网络公司，它和时代华纳的合并，从新

闻学的意义讲，实际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媒体帝国，它的出现也表明美国媒体的一种前瞻性的发展方

向。它拥有世界上最雄厚的资本，又有世界上最优秀和最齐全的新闻传播手段，它是这个时代新闻传

播媒体资本和现代新型新闻传播方式的一种结合，所以一般的美国研究者认为，在今天的美国，史蒂

夫·凯斯实际上已经在互联网领域击败了比尔·盖茨，在媒体的领域击败了CNN，他把美国资本、媒体

和现代科技几个方面的优良资源结合在一起，是美国新经济的产物，更是美国新媒体的代表。 

但是所有这一切，在中国美国新闻学研究中没有激起起码的反响，这无疑是中国这段时间里美国新闻

学研究的一个不可原谅的空白。这里也在提醒着中国的美国新闻学研究者，现在的美国新闻学研究，

一定是一种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一定要具有足够宽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敏感，不然的话，我们下一个

的十年里，就根本无法跟上美国新闻学发展的实际，更遑论了解美国新闻了。 

①、②、③、均引自《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李希光、刘康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2月

第一版。p7、p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