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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泽：媒介的权利和责任：历史流变及其现实语义

    [关键词] 新闻自由 黄色新闻 新闻自律 社会责任论  
    [摘要] 在媒介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媒介的权利和责任却被人们所淡忘，其含义也被现实所扭曲。媒介生存的

最根本理由在于表达自由，然而几个世纪以来，这种自由经历了理论和实践的严峻考验；在媒介发展的历程中政治逻

辑、商业逻辑始终发挥着巨大作用，这一信念同样受到来自媒介自身利益的侵蚀。确保媒介良性发展必须在政府、媒

介和受众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媒介良性发展不得不求助于法律的切实保障，必须确保公众的广泛参与，也需要媒介自

身予以严格自律，但是媒介良性发展最终还是要求助于人类理性和良知。 ( http://www.tecn.cn ) 

     
    一  
     
    今天，媒介权力和责任的真实含义被现实所严重遮蔽和歪曲。在理论层面上传媒批判学派及其追随者们一再发难，

他们无视传媒所固守的某些基本准则，把资本主义媒介糟鄙得一钱不值，进而否认资本主义传媒的历史和现实功绩，

并最终使人们对基本人性产生怀疑。经验学派们则热衷于传媒实践的种种实证分析，把人类极其复杂的精神活动及其

产品一概归结为所谓的客观信息，把整个传媒系统看成是一副冷冰冰的机器和管道，把实用和效能看作媒介追求的终

极目标，进而把它们也看成是真理的终极目标。另一方面，在实践层面上，对媒介商业性操作的过度关注使人们误以

为媒介的唯一功能便是赚钱赢利；而娱乐资讯的过度开发和泛滥又使许多人认为媒介不过是一个娱乐制造工厂。在这

一片混乱的鼓噪声中，媒介的权力和责任却被人们所淡忘或忽略，现代传媒业也因而变得根基脆弱或者步履难姗。媒

介权力和责任是现代新闻传播理论的基石，忘却或忽略了这一基石，任何东西都无法承载起现代传媒这艘巨舰。 ( htt

p://www.tecn.cn ) 
    事实上在过去，媒介的权力和责任是一个经常被人们所谈及的话题，也是一个永远不可能过时的话题；尤其是在今

天这样一个信息全球化的时代，传播不仅仅被看作是一个国家 国力的象征，而且还被看作是文明程度的标志的时

候，媒介的权力和责任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行业问题、区域问题，而且更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 http://www.tecn.c

n )

     
    二  
     
    媒介的权力和责任理论是伴随着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而提出来的。在中世纪以前的漫长历史中，并不存在近代

意义的新闻传播活动，一般的新闻传播活动仅限于书籍的编撰、出版和传阅。但是，在漫长的封建统治时期，统治者

对于民间书籍出版历来都采取十分严厉的管制措施，而且以言定罪成为传统。在中国，公元前二世纪就发生了秦始皇

焚书坑儒的暴行，清代更是大行文字狱。在西方，就在秦始皇焚书坑儒后的二百多年，罗马帝国皇帝奥古斯都也曾下

令焚书，1546年罗芬大学还首次出版了一个禁书目录。在英国对书籍印刷发行的管理最终演变成总逮捕状制度，16
世纪前后，在西方各国已普遍实行出版物检查制度。人类从有自我意识以来就在寻求思想表达的机会和渠道，然而这

种努力却一直受到统治者的钳制和压迫。 ( http://www.tecn.cn )  
    历史上对思想的恐惧不仅仅来自统治者，有时也来自一些伟大的思想家。汉米尔顿公开表示对“多数人”不信任的

观点，他说：“人民是扰攘而多变的，他们的判断和决定极少正确。”这位被称作“美国报纸社论之父”的保守派宣

称“我们应该从民主中拯救出来”。①19世纪末，当德国已经开始步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行列的时候，德国哲学家尼

采仍然宣称人民是“奴隶”和“畜群”，是“文化的盲目工具”，奴役是文化的本质，而人民不过是供强者做历史实

验的工具。对思想的恐惧和控制实际上就是对人民的恐惧和控制，也就是对人民权利的剥夺。 ( http://www.tecn.c

n ) 
    然而源于人类思想自由表达和追求真理的冲动却不曾一刻停止过。就在封建统治者实行严酷禁令的时候，许多无畏

的勇士在进行坚决的斗争。布鲁若因为为哥白尼的日心说辩护而被宗教裁判所判处火刑；1569年意大利记者尼科罗

弗朗柯因为支持宗教改革而被判处绞刑，他成为世界新闻史上第一个为争取新闻自由而殉职的新闻工作者；1579



年，英国人约翰斯塔布斯因为出版小册子议论王室婚嫁而被捕入狱，并被砍去右手，成为世界新闻史上第一个因为评

说君王而受处罚的案例。②正是这种理性精神驱使人们公开反抗封建言禁，并推动着出版业及报业的发展。当然，在

这一历史时期，世界各国尚未出现有组织的大规模新闻出版机构，媒介的权力和责任尚未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 htt

p://www.tecn.cn ) 
    近代意义的传播活动从诞生到今天仅仅500多年的历史，新闻传播事业发展之快、规模之大已成为人类文明进程中

的一个宏大景观。在西方近代意义的传播活动诞生于14-16世纪的欧洲，其形式为“手抄报纸”、“新闻书筒”，17
世纪，欧洲地中海沿岸的尼德兰地区成为欧洲最大的新闻中心，开始出现定期出版物，1702年欧洲出现第一份真正

的日报，即伦敦《每日新闻》，此后大量的报刊开始出现在欧洲和美洲大陆。十九世纪中期，一些通讯社也开始出

现，如法国哈瓦斯社（1835年）；美联社（1848年）；德国沃尔社（1849年）；英国路透社（1851年）；与此同

时，大西洋海底电缆也相继开通，现代意义的人类传播活动开始定型，大批职业记者也随之出现。正是在这一时期媒

介的权力和责任问题才引起业内外人士的高度重视，并很快上升为传统新闻学的核心问题。 ( http://www.tecn.cn )  
    作为媒介权利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新闻自由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提出来的。在欧洲新闻自由的口号差不多响彻了

一个世纪。这个口号的理论基础是理性原则、自然法则和权力制衡。1644年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弥尔顿发表了《论

出版自由》的小册子，对当时的报刊审查制度提出了猛烈的批判。他从理性原则出发 ，提出了新闻自由的主张。理

性原则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应该允许他们自由发表意见，让不同的意见公开交锋，因为人是有理性的，真理终

会战胜谬误；由这一立场出发又引伸出了“意见的自由市场”及“自我修正”理论。自然法则认为生命、自由、财产

是“天赋人权”，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主张财产权、信仰自由权、思想自由权是“自然权力”，它们与生俱

来，都不可剥夺，既然如此，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都应该是自然权力，天赋人权，它们无须由他人授与，也不可被剥

夺。权力制衡原则认为国家权力必须加以约束，方可保证自由。洛克提出立法权和执法权应该分离，孟德斯鸠则明确

提出三权分立，并把基于新闻自由基础上的舆论监督看作是三权（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权。理论的倡导最

终导致了实践中的立法。1789年法国通过《人权宣言》，取消了对新闻自由的限制，同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第一

修正案（又称“人权法案”），明确宣布：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信仰自由；剥夺人民的言论或报

刊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伸冤请愿之权利。至此西方一些国家在立法上承认并确保了新闻业自由的权力，

新闻自由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 ( http://www.tecn.cn )  
    理性原则成为新闻自由的理论基础并不是偶然的，它是西方人文主义精神的自然延展，它也必然导致新闻自由的产

生。一般认为西方人文精神是经由十四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十七世纪兴起的科学运动，十八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发

展而来的，在这短短的几百年间，人本主义、理性主义、天赋人权等重要思想相继出现，并作为一些重要的价值理念

和精神原则得以确立，它们摧生了西方民主思想、科学思想以及人权观念，最终也催生了新闻自由。 ( http://www.t

ecn.cn ) 
    作为一项最基本而重要的人权，迄今为止，新闻自由已经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承认；二战之后的一些重要国际

公约，如《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人权公约》、《国际新闻自由公约草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等也无一列外地包含了新闻自由的基本精神。在我国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也将“人民有言

论、著作、及集会、结社之自由”等内容列入其中，实际上也是从法律上对这项权利予以了确认。 ( http://www.tec

n.cn ) 
    新闻自由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即出版自由、采访自由和传播自由，尤其是在媒体和政府的关系问题上，

特别强调报刊不受政府的干涉，政府不得收买或控制报刊，政府要做的就是保护新闻自由。另一方面，报刊拥有对政

府的监督权和批评权，它是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但同时也强调对事实的尊重。 ( http://www.tecn.c

n ) 
    在我国《宪法》同样规定公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虽然目前尚没有正式的新闻立法，但新闻记者同样享有

采访权、知情权、著作权、发表权以及舆论监督的权利。目前中国政府先后加入了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及联合国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重要国际协议，这些均表明中国政府明确保障公民言论自言这项基本权利，另外

我国《宪法》也明确承认并保障人民依法批评和监督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利③当然由于政体不同、所有制不同，我国新

闻传播者所享有的新闻自由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与西方的新闻自由会有一些区别。 ( http://www.tecn.cn ) 

     
    三  
     
    一个良性发展的新闻传播业需要对其应当享有的权利予以法律确认和保障，同时也必须对其应尽的责任予以必要规

范。新闻业享有的权利主要是新闻自由，如前所述，这个问题在西方的18世纪末即以立法的形式予以解决。然而长期

以来西方新闻界将新闻自由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石和实践准绳，由于赋予了新闻业及从业者绝对自由的权力，西方新闻

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发展到最后，这一问题必须通过新闻自律来解决。 ( http://www.tecn.c

n ) 
    历史往往具有某种反讽的意味，当一个世纪以来人们苦苦呼唤的新闻自由终于成为现实的时候，它带给人们的并不



是绝对的福音。18世纪前后，在美国报业为各个不同的政党所把持和利用，成为彼此攻罕、诽谤和争斗的工具。从美

国独立直到19世纪30年代的几十年间，在美国一统天下的正是这种所谓的政党报纸，这一时期被称作“新闻史上最

黑暗的年代”。当时美国第三届总统杰斐逊一方面坚信“民意是我国政府存在的基础，所以我们的首要目标就是要保

持这种权利”，另一方面报纸对他无端的中伤和诽谤也使他变得极其愤怒，他说：“我国的报纸造假无度，已经比波

拿巴所发明的连锁更有效地破坏了新闻界的作用”④。而当党派报纸终于被所谓的“便士报”所取代之后，美国报业

又陷入到人类另一种粗鄙的私欲泥潭之中，那便是黄色新闻的泛滥。在美国新闻史上，黄色新闻并不完全等同于色情

新闻，“它是一种没有灵魂的新闻。黄色新闻记者在标榜关心人民的同时，却用骇人听闻、华而不实、刺激人心和满

不在乎的那种新闻阻塞普通人所依赖的新闻渠道，把人生的重大问题变成了廉价的闹剧，把新闻变成最适合报童大声

叫卖的东西。”⑤当时普利策创办的《世界报》正是这种黄色新闻的代表。由漫画家奥特考尔特创作的连环漫画“黄

孩子”则成为这种煽情主义新闻的象征物。从政党报纸到黄色新闻，这背后隐约可见的正是新闻自由这只无形之手。

新闻自由假以报业以绝对的权利，这种权利又不幸被人们的贪欲所利用，这种情形恰如“劣币驱逐良币”一样。历史

一再证明新闻业既可以造福社会，也可以为害人类。 ( http://www.tecn.cn )  
    唯一能够拯救新闻业堕落的仍然是理性。就在黄色新闻大行其道的时候，“黄孩子”创作者奥特考尔特就以负疚的

口吻写道：“在我死后，不要佩带黄色绉纱，不要把黄孩子放在我的墓碑上，也不要让黄孩子参加我的葬礼”。20世
纪末严肃的报业精神开始在美国出现，1896年奥克斯收购了原先由雷蒙德经营的《纽约时报》，他提出了一个影响

至今的口号：“报业要不偏不倚、无私无畏地提供新闻，无论涉及到什么政党、派别或利益；要使《纽约时报》的各

栏成为探讨一切与公众有关的重大问题的论坛，并为此目的而邀请各种不同见解的人参加明智的讨论。”⑥“报纸应该

是纯粹的新闻工具，而不是流言蜚语的学校。”⑦当时《纽约时报》刊发了这样的广告词“本报不会污染早餐桌布”

以及“所有适于刊印的新闻”。从这些闪烁着理性光明的词语中，人们不难发现，现代报业新闻自律的思想已经开始

萌芽。1903年普利策捐赠250万元在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新闻学院，1904年他在《北美评论》上发表

《新闻学院》一文，全面阐述了他的新闻伦理思想，他说：“应该承认新闻工作是一项伟大并需要高度文化修养的职

业。”同时他还强调：“只有最高的理想，兢兢业业的正当行为，对于所涉及的 问题具备正确知识几真诚的道德责

任感，才能使得报刊不屈从于商业利益，不寻求自私的目的，不反对公众的福利。”此时普利策经营的《世界报》也

已经从黄色新闻的泥潭中挣脱出来，成为保卫社会民主，捍卫民本政治的先锋。 ( http://www.tecn.cn )  
    就在普利策发表《新闻学院》后的第四年，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创办人兼新闻学院院长沃尔特 威廉主持制定了世

界上第一个新闻自律守则；在这份名为《报人守则》的小册子中，他明确提出“新闻事业为神圣职业”，新闻应该

“正确而公允”，必须“求真求实”。随后一些具有广泛影响的新闻职业道德条例，如《报业信条》（美国，1923
年）、《记者道德律》（美国，1934年）等相继问世。1954年《联合国国际新闻道德公约》获得通过并颁行，成为

第一个全球性的新闻道德公约。通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新闻职业道德的一些基本理念已经建立起来，它们包

括：新闻事业是一项崇高神圣的事业；新闻事业必须致力与公共利益；新闻报道必须保持独立；新闻报道要真实、客

观、平衡；不得侵犯个人名誉、人格、隐私及其它权益。 ( http://www.tecn.cn )  
    新闻传播是一个极其特殊的行业，因为它生产的是具有大众文化意义的产品，新闻传播者又是一个极其特殊的职业

群体，因为他们的活动与社会中不同的利益集团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的产品对舆论的形成、对政府权力及其它社

会权力构成直接影响。新闻传播业从它诞生的那天开始就注定了它必须在政府、受众、各种社会利益团体及自身之间

找准自己的定位，界定出自身的权力和责任，否则这个行业就不可能正常健康的发展，否则它不但不能造福于人类，

反而会祸害人类。新闻自律体现了新闻业对社会承诺的某些责任和义务，新闻自由排除了从外部对新闻业予以限制的

可能，要造就一个良性发展的新闻业，唯一可能做的就是想人类理性和良知求诉，而人类理性和良知也必须对此承担

责任和义务。 ( http://www.tecn.cn ) 

     
    四  
     
    然而在新闻业的发展过程中，商业逻辑始终在发生着主要。20世纪20年代以来，西方报业出现了高度垄断化的趋

势，当时美国钢铁巨头卡内基所控制的报业辛迪加在英国和美国就拥有8家日报和10家周报；被称为北岩勋爵的哈姆

斯沃思家族报团也拥有多家报系，是20世纪初世界上最大的报业集团。此外在美国还出现了斯克里普斯-麦克雷报

团、霍华得报团及赫斯特报团等。⑧另外，整个报业对于广告的依赖性也愈加严重，当时广告已经占到报纸版面的5
0%以上。1920年在美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座商业广播电台，此后不久美国无线电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

播公司等电子媒介相继出现，大众媒介一词也在此间出现，用以描述迅速发展的包括广播在内的现代新闻传播业。 

( http://www.tecn.cn ) 
    大众媒介高度垄断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对“意见市场”的垄断，也就是对大众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削弱甚至剥夺。

在这里新闻自由又走进了一个怪圈：新闻自由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并保障一个“意见的自由市场”，但是新闻自由的结

果却又开始摧毁这个“意见的自由市场”，现实又一次使人们对新闻自由进行新的反思。 ( http://www.tecn.cn )  
    1942年，美国组织了一个报刊自由委员会，又称哈钦斯委员会，因为该会负责人为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哈钦



斯；这个委员会是由时代出版公司创办人卢斯提议并出资20万美元而成立的，原意是要对报刊自由的现状和前景进行

调查和分析，然而调查的结果却不容乐观。这次调查最终形成了一份名为《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报告，一个

称作社会责任论的理论也由此诞生，这个后来成为经典新闻学教材的报告并没有否定新闻自由，它重申：“新闻自由

是政治自由的基础，哪里的人们不能自由彼此传递他们的思想，哪里就没有自由可言。”⑨对于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

的关系它做了极为高度的概括：“文明社会是一个思想观点的运作系统，它靠消费思想观点来维持和变革。因此它必

须保证其成员所持有的尽可能多的思想观点能得到它的审视。”⑩对于大众传播与人的关系，报告强调表达自由是一

种精神权利，而“表达自由这一精神权利之所以能获得法定地位，是因为公民的良知是国家保持活力的源泉。”⑾由

此可见这份在美国新闻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报告在新闻自由问题上与弥尔顿、洛克、孟德斯鸠、洛克以及卢梭们的观

点并无不同。但是报告又以大量的篇幅论证了美国的新闻自由正处于危险之中，这份报告通过调查认为大众传播工具

对社会和人民的重要性不断提高，但是人民通过新闻界表达意见的比例却在减少；新闻机构未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同

时还不时从事受到社会谴责的活动；报告认为新闻界之所以面临这种危险“部分是新闻界的经济结构所致，也是现代

工业组织所致，同时是新闻界主管未能意识到一个现代国家的需要，未能估计出并承担起那些需要赋予他们的责

任”。⑿这里所说的经济结构指的正是美国传媒的私有制以及传媒业正在不断走向垄断的趋势，哈钦斯委员会要调和

的仍然是新闻自由与媒介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为此它对新闻界提出了几项要求，如新闻报道要充分接触当日消息、新

闻报道应该是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的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新闻报道应该是对社会群体的典型画面

的投射，新闻报道应该阐明社会的目标和价值、报纸应该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显然这些要求对于新闻界来说是过

高了，想以此来调和新闻自由与媒介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的矛盾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却

提出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这一重要概念。所谓消极自由是指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即新闻界免于政府威胁以及任何外

界压力的自由，而所谓积极自由是指公民“获知”的权利，它强调“保护新闻界不再自然而然就是保护公民或共同

体。只有将公民权利和公众利益纳入自身，新闻自由才继续成为出版者的一项权利。”⒀ ( http://www.tecn.cn )  
    其实社会责任论并没有否定新闻自由，而是强调大众媒介权利和责任的统一。但是诚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责

任本身是一个价值的表现，而价值是难以定义的”。无论社会责任论者对大众媒介提出了什么新的要求，问题最终还

是要回到这样一个基本点上来：谁有权要求媒介这样去做？尽管人们从理论上证明了新闻自由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

但是由于法律几乎赋予了媒介新闻自由的绝对权利，因此所有的问题还是回到了人类的理性和良知，最终又回到了新

闻自律。迄今为止社会责任论只是一种学术观点，并不具备法律的约束性和强制性。事实上，西方的新闻自由问题从

来都是一个极其敏感而重大的问题，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更愿意强调自由的一面，而诲言责任的一面。在立法上更是侧

重保护新闻自由，只在涉及国家安全、个人隐私、色情、虚假广告等几个非常有限的方面予以法律禁止。但是社会责

任论确实在新闻传播者的道德自律方面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如后来各类新闻道德自律规约的产生，新闻评议制度

的诞生等都与社会责任论有直接关系。 ( http://www.tecn.cn )  
    我国政策法规对新闻传播业更侧重管理和控制，因而对从业者责任方面也提出了较多地具体要求。除了上面提到的

一些内容外，另外一些内容，如服从党的领导、传达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弘扬主旋律，以正面宣传为主，坚持正确

舆论导等，都具有自身特色，而这是由政府体制和媒介所有制所决定的。 ( http://www.tecn.cn ) 

     
    注释  
    1、[美]迈克尔 埃默里 《美国新闻史》，第75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2、见陶涵《比较新闻学》。第2页，文津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  
    3、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

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的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

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有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

行诬告陷害。”这些条款可以看作是法律赋予公民以及传媒的言论自由权利和舆论监督权利。 ( http://www.tecn.c

n )

    4、同1，第92页。  
    5、同1，第223页。  
    6、同1，第273页。  
    7、李良荣《西方新闻事业概论》，第46页，复旦大学 出版社1997年10月 第一版。  
    8、见徐耀魁《西方新闻理论评析》第11、12页，新华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版。  
    9、[美]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第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10、同9，第4页  
    11、同9，第5页。  
    12、同9，第2页。  
    13、同9，第9页。  



来源：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8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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