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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社会主义新闻伦理学，在中国形成和创立是最近几年的事。作为一门新

兴的边缘学科，它是怎样形成和创立的呢?弄清这个问题，是新闻研究工作者的责任。对一个

普通读者来说，了解这个问题，具备这方面的知识，也有助于认识这门学科。  

  然而笔者在考察中发现，要弄清这个问题，有相当的难度。新闻伦理学是一门以新闻工作

者的职业道德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的形成和创立，涉及到新闻道德的起源和发展，而新闻

道德的起源和发展又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加上某些阶段如古代给

我们留下的相关文献不多，这给研究工作也带来一定困难。本文只能根据笔者掌握的材料，按

照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分期，作些初步的历史透析。  

  古代新闻事业时期：新闻道德是和一般的社会道德交融在一起的。新闻传播活动主要靠社

会道德标准来维系和支撑。但在某些问题上已折射出当时的新闻道德标准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道德萌芽于人类早期劳动和简单交往。在原始社会的部落氏族

期，已有道德的萌芽。  

  古代的新闻传播经历了口头传播、手写文字传播、印刷传播几个阶段。在相当长的历史时

期，新闻道德是和一般的社会道德交融在一起的，像水乳那样难于分开。如先秦诸子提倡

的"诚"、"信"、"实"、"公"，不仅是做人的品德，也是新闻传播的品德。"道听而途说，德之

弃也。"(《论语·阳货篇》)、"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篇》)、"巧言乱

德。"(《论语·卫灵公篇》)孔子这些论述道德的话，也包含了某些新闻传播道德思想。在古

代，新闻传播就是凭借当时的社会道德标准，特别是"文德"、"史德"标准来维系和支撑的。  

  具有原始形态的古代报纸发轫于唐代。兴于北宋末年、盛于南宋的民间小报出现之后，社

会上开始出现萌芽中的办报职业。从这时开始，新闻道德才作为一种行业道德逐渐凸现出来，

形成自己某些成文或不成文的道德标准。这种道德标准，我们从宋代留传下来的有关民间小报

的文献中已依稀可辨，新闻真实性即一例。宋周麟之《海陵集》卷三中的《论禁小报》，指责

小报报道"往往以虚为实，以无为有"。《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也指责小报报道"甚至凿空撰

造，以无为有"等问题。这些材料从负面说明小报的某些报道有悖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方汉

奇、张之华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二版)，在分析小报时，也指出"小报的消息并不

完全准确"。传媒造假，无论在哪个年代，无论出于何种目的，都不能认为是一种诚实行为和

有道德的表现。  

  近代新闻事业时期：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开始有片断文字论述新闻职业道德，开中国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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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论述新闻职业道德的先河  

  到近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政治、经济的需要，加上外国人在中国办报的影响，具有近

代特征的中国报业从国外到国内、从香港到内地，逐步发展起来，新闻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职业

道德也开始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这一时期的突出特征是：一些具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根

基，又受了近代西方文明影响或熏陶的政治家、思想家、报刊活动家，在他们论述报纸的文章

中，开始有片断文字明确提到新闻职业道德问题。首先是洪仁，他在《资政新编》关于"太

平天国之办报条陈"中谈到"兴各省新闻官"时说："其官有职无权，性品诚实不阿者。"强调了

新闻官的人品问题。接着，王韬在《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一文中谈到"顾秉笔之人，不可不慎

加遴选"的问题。他特别指出那些以挟私恨来攻击别人的人，品行低下，"士君子当摈之而不

齿"。关于论说，王韬提出"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讲的也是新闻职业道德。此

后，郑观应、梁启超等人，也在不同程度上结合新闻业务问题，对新闻职业道德有所论述。郑

观应在《日报》一文中讲了个清正廉洁问题："执笔者尤须毫无私曲，暗托者则婉谢之，纳贿

者则峻拒之，胸中一尘不染，惟澄观天下者得失是非，自抒伟论，倘有询私受贿，颠倒是非，

逞坚白异同之辩，乱斯民之视听者，则援例告官惩治，……"梁启超则在《论报馆有益于国

事》一文中抨击了"闭门而造，信口以谈"等违背新闻职业道德的弊端。  

  从洪仁到王韬，到郑观应，到梁启超，他们的论述有的放矢，态度鲜明，表明他们已开
始认识到"报德"对办报人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论述开中国历史上直接论述新闻伦理道德的先

河。不足的是，他们对新闻职业道德尚缺乏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因而一般只限于提出问题，缺

少解决问题的实际步骤。  

  现代新闻事业时期：其主要标志是，把对新闻伦理道德的研究纳入新闻学研究的范畴，在

部分新闻学著作中设专题论述，或用专节专章论述，并有专文问世  

  从"五四"运动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们通常把这一段称作现代新闻事业时期。  

  把新闻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在中国始于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从这时

起，新闻伦理道德问题，也开始纳入新闻学研究的范畴。论述的文字，从片断走向系统深入，

在新闻学著作中设专题论述，或用专节专章论述，这是一大进步。  

  "新闻学研究会"导师、著名记者邵飘萍著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于1923年出版。这是我

国第一本新闻采访学专著。作者在论述"外交记者之资格与准备"这个问题时，把"品性"作为第

一要素，揭示了"品性"在"记者资格"要素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何谓"品性"?邵飘萍认为："所谓

品性者，乃包含人格、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及种种新闻记者应守之道

德。"他引用孟子的话，"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之后，还特别提出"泰山崩于

前，糜鹿兴于左而志不乱，此外交记者之训练修养所最不可缺者。"  

  记者如此，编辑呢?1933年，上海著名报人、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郭步陶在他出版的《编

辑与评论》一书中，用专节论述《编辑的品格》，又前进了一步。他认为"品格"应该是编辑第

一须注意的，是养成编辑者最重要的"第一原素"。1941年，曾留学日本的新闻学者任白涛的

《综合新闻学》出版了。在这部著作中，他以"新闻事业道德"为题，用3万字左右的篇幅，以

专章论述，再进了一步。文中还介绍了美国一些由著名新闻学者和新闻团体组织提出或制定的

有影响的《记者信条》、《报业信条》等。  

  这一时期，报刊上还发表了一些论新闻职业道德的专文。如陈学昭的《记者的道德》、张

季鸾的《新闻记者根本的根本》、范长江的《建立新闻记者的正确作风》、俞颂华的《论报业

道德》等文，都强调了新闻职业道德对新闻工作者的重要。  

  这一时期的不足，主要是：还没有把新闻伦理当作一门学科来认识，研究新闻伦理道德的

人还不够广泛，有分量的学术论文也不多。  



  当代新闻事业时期：新闻伦理道德研究的空气空前活跃，成果丰硕，不仅写出大量文章，

而且新闻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边缘学科已开始形成和创立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到今天半个多世纪，其间主要是改革开放时期，进入了一个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研究社会主义新闻伦理学的新阶段。  

  1984年，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余家宏等几位教师编写出版的《新闻学简明词典》，收入

了"新闻伦理学"词条。我国学者第一次对"新闻伦理学"进行阐释。此后，由甘惜分主编的《新

闻学大辞典》，由冯健主编的《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也相继收入了"新闻伦理学"这一词

条。  

  到90年代下半期，我国学者经过努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新闻伦理学，开始

在我国形成和创立。一个标志是：出版了几本系统论述新闻伦理道德问题和专门论述某一道德

问题的专著。1995年周鸿书著的《新闻伦理学论纲》出版，填补了我国没有新闻伦理学专著的

空白。1996年，一位博士生的博士论文以《新闻职业道德》的书名出版。1997年，由陈桂兰主

编的教材《新闻职业道德教程》出版。1998年，黄瑚著的《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出版。

1998年还出版了两本专著：杨启著的《记者的道德自律》，严耕等著的《网络道德》。2000

年，戴元光著的《传播道德论》也出版了。尽管这些著作对某些问题的论述尚待商榷，或有这

样那样的不足，但总起来看，它们对建构新闻伦理学这门学科的体系，以及这门学科在中国的

形成和创立，都在不同程度上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另一个标志是，一些大学的新闻院系开设了

新闻伦理道德课程，从80年代专题讲授到90年代系统讲授，从而结束了我国大学新闻院系未设

这门课的历史。这两个标志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专著的出版，为大学开设新闻伦理道

德课提供了教材；大学开设新闻伦理道德课，又促进了对新闻伦理道德问题的研究。  

  社会主义新闻伦理学在今天的中国形成和创立，不是偶然的，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

就历史原因来说，多少代人关注和研究新闻伦理道德问题，远的不论，仅从近代开始，也有

100多年。社会主义新闻伦理学的形成和创立，继承了前人研究的成果。就现实原因而论，改

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在经济转型期，新闻界面临许多前所未遇的新问题，职业道德问题也

变得尖锐突出起来。"有偿新闻"累禁不止，即一例。对新闻伦理道德问题，要求我们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作出回答。这种现实的需要，是分三步完成的：第一步，论述新闻伦理道德的文

章大量面世。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到1999年的20年间，当在500篇以上，大大超过历

史上各个时期论述新闻伦理道德文章的总和，作者之多，论述问题之广，前所未有。不仅对解

决新闻职业道德的现实问题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为新闻伦理学这门学科的创立作了舆论准备、

观点准备和材料准备；第二步，《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的制定和两次修订，既为广

大新闻工作者规范了职业道德行为，也为新闻伦理道德问题的研究以及新闻伦理学的形成和创

立，提供了重要依据；第三步，从80年代开始，新闻学著作以专章论述新闻职业道德已不是个

别现象，这为90年代的专著问世也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先导和催生作用。这些步骤显示，这一时

期以创立新闻伦理学为主要标志的研究工作，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格局。  

  研究成果的取得，还得益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和空前活跃的学术研究空

气，以及党重视精神文明建设，重视新闻队伍的职业道德建设。没有这些根本条件，社会主义

新闻伦理学这门学科的创立要在今天水到渠成，恐怕也是难以想象的。  

  通过以上透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新闻伦理学在中国形成和创立，确实是一

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仅从近代直接论述新闻伦理道德开始，就经历了由片断文字论述，到

专题专节专章专文论述，又到专著论述的过程，这个过程给我们展示了研究工作发展的脉络，

说明了研究工作怎样一步一步走向全面、系统、深入。这是社会发展和时代文明进步的表现，

也是许多新闻工作者和研究人员的新闻道德意识不断增强、努力探索的结果；第二，解放前对

新闻伦理道德问题的论述，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新闻伦理学的范畴，但那时在中国并没有提出

 



建立一门资产阶级新闻伦理学的任务，也没有形成资产阶级新闻伦理学的一套体系。倒是后来

台湾的新闻学者，从60年代开始陆续有一些关于新闻伦理道德问题的专著出版。他们的努力对

我们加速创立社会主义新闻伦理学无疑起了促进作用；第三，社会主义新闻伦理学的主要标

志，从指导思想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从核心看，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是核心；从服务对象看，坚持为新闻队伍的职业道德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服

务；第四，社会主义新闻伦理学的创立，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了资产阶级新闻伦理学研究的成

果，使新闻伦理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早在1924年，美国就出版了纳尔逊·安特宁·克劳福德

著的第一本新闻伦理学专著：《新闻伦理学》。据说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本新闻伦理学专著。到

90年代，美国已出版了几十本探讨与新闻伦理相关各种问题的著作。美国还有好几本全国发行

的期刊，专门刊载有关新闻伦理的论文。美国许多大学的新闻院系开设了新闻伦理课程。这些

情况表明，美国对新闻伦理道德问题的研究居于世界前列。在新闻伦理的某些理念方面，我们

和美国学者有所不同，但从美国学者研究的问题来看，诸如新闻道德起源、新闻道德责任、新

闻道德规范、新闻道德自律等等，则是相同的，我们应该继续关注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

研究动向和成果；第五，社会主义新闻伦理学在中国的形成和创立，只是一个新的起点，它绝

不意味着我们的研究工作就此止步。我们要在新世纪迈出更大的步伐，取得更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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