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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性背后的道德缺失及其辩证思考

[ 作者 ] 张才刚 

[ 单位 ] 传媒学术网 

[ 摘要 ] 真实性被看作媒体的第一生命，也是新闻事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然而，随着社会生活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市场竞争的不断深

入，媒体在生存压力下，将真实性变成了可利用的工具。在“真实”的名义下，新闻报道“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寻找受众兴

趣共同点和揭露社会阴暗面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媒体及其从业者职业道德的缺失，损害了媒体的“权威性”。我们有必要重新

思考真实性和职业道德之间的关系，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为 “和谐社会”营造和谐信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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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有了新闻传播活动，“新闻必须真实”就成为新闻从业者不变的信条，也是新闻传播活动实现其一系列社会功能的前提。随着

社会的不断发展，新闻传播活动的公共性日趋突显，而公共性又要求媒体必须承担与其地位相适应的社会公共责任，这种社会责任在很大

程度上体现在新闻媒体及其从业者报道活动的舆论导向和道德教化上。在市场竞争带来的生存危机重压之下，加上媒介个体利益的诱

惑， 许多媒体为提高自身“知名度”和“影响力”，在真实性的“掩护”下，不惜借助暴人隐私、揭人伤疤和所谓的揭露社会阴暗面来

达到目的。由此造成的社会伤害，甚至引起的官司纠纷日益增加。其中有些现象甚至引发了包括传播媒体在内关于新闻事实与道德准则相

互关系的社会大讨论。新闻真实与道德准则之间的“隔阂”不仅没有消失，而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本文力求对现代新闻媒介在真实性

口号下出现道德缺失的现象和原因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如何找到二者之间的平衡点，以更好地体现现代新闻传媒作为“社

会公器”、“党和人民喉舌”和“舆论导向”的功能特性，更好地实现其社会责任。一、新闻真实与职业道德的失衡真实性是新闻规律的

客观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新闻媒体得以存在的根本前提。新闻是以报道事实为己任的，正因为这个“真”字，广大受众才将新闻媒

介报道的信息最终认定为“事实”。然而，我们反过来思考新闻真实性的命题。是不是所有真实的事件都合乎新闻报道的要求呢？或者

说，在保持真实性的前提下，新闻报道是不是就没有“禁区”了？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早就为我们找到了答案。以报刊媒介的发展为例，

在美国廉价报纸兴起之初，《太阳报》等媒体就在新闻自由和新闻真实的口号下，大肆刊登低级、庸俗、耸人听闻的消息，以招徕读者；

发展到后来，普利策的《世界报》和赫斯特的《纽约新闻报》，竞相以煽情主义为基础的“黄色新闻”来刺激读者的“眼球”，以迅速扩

大报纸的发行量。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真实性”成了某些媒体及其从业者的寻求“卖点”的一种手段和“幌子”，其流毒甚至波及

当代媒体。再看当今中国，电子网络等多种传播手段迅速兴起，竞争日益加剧，新兴媒介和传统媒体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于

是，众多媒体纷纷寻找“独家新闻”、“爆炸式新闻”，想方设法满足广大一般受众的需求，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新闻报道活动的真实

性与应秉持的社会道德之间发生了猛烈的碰撞。“厦门照片事件” [1]应该属于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2004年5月9日下午， 当时正下着大

雨，路面积水很深，《东南晚报》一名摄影记者得知在厦门市厦禾路与凤屿路交叉路段有一处水坑，过往行人车辆很难发现，该记者当即

决定“蹲点守候”。不多久，一名骑车人冒雨经过时，因自行车前轮突然陷入水坑，身体失去平衡摔倒。摄影记者“守株待兔”地拍摄下

骑车人在暴风雨中摔倒的全过程，制造了一套绝对现场、绝对真实的新闻图片。新闻经《东南晚报》刊发之后，事情不大，但网上的评论

却高达200多条，同样的争论也出现在了报纸、电视、杂志等媒介之上，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新闻真实与社会道德孰重孰轻的问题上。由这

一话题延伸开来，容易联想到更多事例。最典型的要算是赢得1994年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的作品——《饥饿的小女孩》，[2]记者凯文•

卡特将非洲大饥荒背景下因极度饥饿而奄奄一息的小女孩的惨状一览无余的展示在受众面前，小女孩背后一只伺机而动的秃鹰更是令人不

忍想象其惨状。也许无法承担社会舆论的指责，凯文•卡特最终选择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新闻史上还有一例不得不提，1985

年7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巴卡菲尔德附近的湖里，淹死了一名五岁的男孩，当地《加利福尼亚》报的记者约翰•哈特去采访这一事件。尸

体打捞上来之后，男孩的家属和官员围在裹尸袋旁。哈特钻过手臂迅速地拍了四张照片，画面中暴露者死者的上身，救护人员在安慰死者

的哥哥，而他正悲恸的痛哭，因为正是他带着弟弟游泳造成了这个悲剧。报纸出版后，受到读者的一致谴责，报社当天接到400多个电



话、500多封信，有80人宣布取消该报的订单，而该报当时的发行量也不过8万份。[3]悲痛欲绝的母亲和孩子们的照片给读者深深震撼了读

者的心灵，尤其是那个大些的男孩因为弟弟死去而悲伤得仰面痛哭的情景，被报纸毫无同情心地展示在公众面前，而不管从哪一个角度

看，记者都无权如此“真实”地记录这一时刻，并将它暴露于整个社会。中外媒体相关案例无不突显真实性与社会道德之间的严重失衡。

而这种失衡在当今中国的某些媒体身上，有愈演愈烈的态势。翻看报纸，打开电视，登上网络，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真实”报道：

被戏称为“跳楼秀”的民工跳楼事件，研究生一年自杀事件汇总，马家爵杀人手法研究等等。2004年报道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的同时，

甚至有媒体进行被害人数的“有奖竞猜”。以上种种，媒体表现出了一种可怕的集体“冷血”，究其心态而言，与“厦门照片事件”中记

者“守株待兔”抓拍过路人摔跤的思维其实是根本一致的，都是通过表现当事人的痛苦和尴尬来进行所谓的“真实”报道。在这些报道

中，市场竞争这柄双刃剑在媒体身上更多地体现出了其伤害性的一面，“刺”伤了当事人，也“挑”中了社会本已敏感的“神经”，其影

响力是潜在而巨大的。二、新闻真实与社会道德的辩证思考从以上事件及其公众对此类事件的关注程度可以折射出这样一个问题，在新闻

报道过程中，我们应该平衡新闻记者的作为一名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追求和作为人类社会一员的所应具有的社会公德心二者间的关系。作

为一名新闻工作者，职责要求他必须客观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为人们揭示一个相对真实的“客观世界”，以提供决策依据；而作为人类

社会的普通一员，又要求记者必须维护人类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道德标准，而被报道者的人身安全、尊严和生命，都是道德规

范固守的领域，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进行侵犯，媒体和记者也不例外。我们当然不能过于苛求媒体和记者，要求他们承担超出能力和职

责之外的社会功能，但“厦门照片事件”和一系列中外相关案例至少可以给我们这样一点启示，不加任何掩饰的将当事人最痛苦和最难堪

的时刻暴露在公众面前，显然是对他人人格的极不尊重，而这一点无疑与最基本的社会公德相违背。每个人都拥有平等而不可侵犯的生命

权、名誉权和隐私权，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权利为了自己的某些私利，让某个或某一小部分身处窘境的人以名誉、隐私甚至生命为代

价作出牺牲，哪怕是打着“真实报道”和“为大多数人利益服务”的旗帜。诚然，如此富有“动感”和“现场感”的摄影作品确实能给人

以视觉上的“冲击”，也可以给人作为“旁观者”的短暂“愉悦”。而我们一部分媒体正是抓住了受众的这种心理需求，有意无意去寻找

甚至“制造”一些能够吸引“眼球”的作品。不得不承认，由于这些作品本身所具有的“趣味性”以及心理上的接近性的等特点，使得它

们确实具有一般新闻作品难以达到的新闻价值，可以被媒体利用来提高发行量或收视率。可是，如果我们的媒体一味地追求这种所谓的新

闻价值，将当事人的是悲惨或尴尬一览无余地暴露在公众面前，又是对当事人人格的侵犯，可能导致照片中受害者社会评价的降低和心灵

蒙受打击，造成不良社会后果。我们认为，新闻真实和社会道德二者不仅不矛盾，而且应该有机的融合在日常新闻报道的每一个环节中，

内化于新闻从业者的人格之中。真实的新闻，不仅应该符合新闻规律的客观要求，也应该符合道德对新闻的客观要求。新闻真实在新闻报

道运作层面而言是一种业务要求，而在新闻媒体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层面而言则是一种道德要求。在道德的诸多范畴中，真、善、美是三

个最为重要的范畴。对于新闻作品来说，“真”是前提，“善”是责任，只有做到了“真“和“善”，才能最终实现“美”的目标。缺乏

“善”，即摒弃了社会道德的作品，即便再“真”，也是“丑”的，这就是新闻的“品”。三、新闻传播过程中新闻真实的道德考量真实

性性和社会道德二者的有机结合，不仅体现在现实的新闻作品中，更具体地体现在新闻传播过程的各种要素及各个环节中。（一） 新闻

媒体及其从业者的道德考量我们强调新闻客观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然而，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由于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的存在，使得这

种“客观”成为“有条件”的、带有传播者和媒介拥有者主观色彩的“客观”。广大新闻从业者，包括记者、编辑等在内，是新闻传播活

动的直接参与者和组织者，也就是所谓的新闻传播过程中的“把关人”，他们直接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运营新闻媒体，新闻从业者

由于其个人兴趣、知识结构、政治立场等主观因素的不同，其选择新闻的角度和范围也必定有所不同。新闻媒体的新闻和信息的生产与传

播并不具有纯粹的“客观中立性”，而是依据传媒的一定立场、方针和价值标准所进行的一种有目的的取舍选择和加工活动。 [4]正是由

于这一点，较之其他行业的从业人员来说，新闻从业人员应该具有更高的职业道德水平，在道德行为上具有更鲜明的典范性和社会导向意

义。新闻从业人员只有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品质，才能写出高品位的新闻作品，从而对社会道德产生积极影响，促进社会道德的进步。由

此可见，考察新闻媒体自身及其新闻从业人员，对于考察新闻的真实性和真实性背后的道德考量来说具有最为直接的意义。中华文化发展

史上，不管是像《史记》、《离骚》这样的巨著，还是一般的诗、词、文的创作，都有一套完整的道德标准来维系和支撑。简而言之，在

中国文化中，历史和文学的创作目的被升华到了“史德”和“文德”的高度，即要求作者必须在写作的过程中始终把握“德”的标准。自

从中国古代报纸产生之后，“史德”和“文德”的标准理所当然地成为新闻传播的道德标准，而且体现得更为直接，也更为实际。“历史

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作为当代社会主义，新闻从业人员，更应以历史的视角看待新闻，看待自己的作品，以为人民服务

为最终目标，树立新时期的“史德”、“文德”。总之，新闻职业道德是关乎媒体形象与生存，关乎社会和受众对新闻从业人员个人人格



和地位的认同。不管是媒体，还是记者、编辑，都不能忽视道德因素在新闻传播活动地制约只有把好“关”，守好“门”，才有可能营造

一个纯净的传播环境。（二） 新闻来源的道德考量我们在谈到“厦门照片事件”和《加利福利亚》报的新闻图片等新闻报道时，除了记

者本人的行为值得商榷之外，还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新闻来源中的道德因素。新闻来源，就是新闻从何而来的问题。如果将新闻报道所

实现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作为新闻媒介的最终目的的话，新闻来源就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从道德的角度来考察新闻的来源，我们有

必要思考两个问题：其一，关于保守采访源秘密或是公开消息来源的问题。是否在新闻报道中保守或公开消息来源的问题，各国媒介一直

都将其作为新闻传播过程中必须慎重对待的问题，西方各国都将它作为一种职业道德加以规定。一般而言，拥有确实可信来源的消息，往

往更容易为受众接受为“事实”，以区别于“小道消息”。但是，由于某些消息来源的特殊性，报道时不宜披露，就要求新闻媒介尊重消

息来源，严守秘密。《联合国国际新闻道德规约》第三条中便提到：“关于消息来源，应慎重处理。对暗中透露的事件，应当保守职业秘

密；这项特权经常可在法律范围内，作最大限度的运用。”1954年国际新闻记者联合会通过的《记者行为原则宣言》的第六条规定：“对

秘密获得的新闻来源，将保守职业秘密。”美国记者公会于1934年制定的《记者道德律》和第一决议的第5条也规定：“新闻记者应保守

秘密，不许在法庭上或在其他司法机关与调查机关之前，说出秘密消息的来源。”[5]由于历史等诸多因素，中国大陆的新闻职业道德规

范中对消息来源的处理方面较少涉及，亟待完善。其二，获取新闻的手段问题。谈到新闻源，当然涉及到获取新闻的手段问题。“采访是

记者的权利，而不是记者的‘权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谈到新闻职业精神与职业规范时，作了以上论述。意思非常

清楚，揭露事实真相，反映客观现实是每一为新闻从业人员的天职，但这并不意味着记者就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来获取新闻。我们还对1997

年的戴安娜王妃车祸事件记忆犹新。若干记者为获取“独家新闻”，不惜采取“围追堵截”的方式，和报道对象在公路上展开“追逐

赛”，最终酿成车毁人亡的惨剧，几名记者也受到了应有的处罚。这当然属于比较极端的例子，如今“揭露性”新闻盛行，有一些新闻本

可以通过正当采访获得，有些媒体为图省事或追求戏剧性效果也采用偷拍、偷录的“暗访”，为满足一己之私置社会责任于不顾。像这样

“不畏艰险”，擎着所谓的“新闻自由”的旗帜，拿自己甚至他人的生命为代价来获取新闻的方式，在现代中国媒体从业者中不乏其人，

值得我们警醒。马克思曾经说过“目的使手段变得神圣”，“需要不神圣手段的目的，就不是神圣的目的。”这个基本的行为标准，尤其

值得我们社会主义新闻从业人员谨记。以上种种情况的出现，与媒介快速走向市场以及媒介内部运行机制不健全等因素密切相关，对于正

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新闻事业而言，获取新闻过程中出现的道德缺失现象更是屡见不鲜，中国新闻界应尽快形成稳定健康的职业意识。

（三） 新闻加工的道德考量新闻加工过程中，有两大类新闻报道比较容易触及道德“禁区”：其一是对犯罪新闻的报道。犯罪题材是当

前新闻报道的重头戏，也是最难把握报道分寸的题材。报道得好，可以惩恶扬善，警戒世人；报道得不好，会扰乱人心，甚至导致新闻侵

权，影响社会稳定。正因为如此，媒体的责任重大，每一个细节都应给予充分的重视。犯罪新闻报道中何时使用实名，何时使用匿名，对

案件当事人如何称谓，案件进程的报道等，都有可能触及道德的“禁区”。这就要求媒体在报道时不但要对真实性进行把关，还要考虑传

播效果，恪守职业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在犯罪新闻报道中，相关细节的处理是否得当，看似无足轻重，实际上反映的却是媒体的人文关

怀和社会责任意识。其二是对公众人物的报道。涉及公众人物的一切新闻都能吸引受众眼球。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体育明星、影视明

星等公众人物由于其身份、地位的特殊性和特殊的影响力的确应该受到舆论的监督。但是，如果把握不当，很容易造成侵权事件的发生。

再者，由于公众人物的知名度较高，很难隐藏受害者的真实姓名，也就很可能给当事人带来巨大的心理和精神压力。如何才能在新闻加工

过程中体现新闻媒体及其从业者的道德品质呢？首先要客观公正，尤其是带评论性质的作品更是如此，绝不能有失偏颇；其次，要分清主

次，以正面报道为主，顺应社会潮流的发展与进步；再次，要摆正心态，有有一颗宽容之心，以“治病救人”为报道目的，要给予当事人

答辩和解释的机会。西方国家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对新闻加工过程有着许多具体要求这些要求，而在在我们新闻道德规范里却显得相对不

足。四、 媒介控制与新闻职业道德的实现现代社会，大众传播日益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社会信息系统，其影响范围触及社会的各

个层面，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和人们的行为方式。正是因为如此，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将实施媒介控制，实

现媒介功能视为社会有序运作的前提条件之一，当然也是实现起其道德功能的前提条件之一。大众传播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

因此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对传播活动起着制约和控制作用。具体而言，媒介控制的实现方式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外部

制度对传播机构及其活动的控制和影响。外部制度的控制又包括国家和政府的政治控制，各种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对传播媒介的控制，以

及广大受众的社会监督控制三个方面。[6]国家和政府的政治控制规定了传播媒介的所有制形式及其运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并对

传播事业的发展制定总体规划或实施国家援助；与此同时，在一定的社会社会制度和传播制度的范围内，各利益团体和经济势力为维护自

身利益，传播自己的主张和观点，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作为能动的主体在大众传播事业中起着重要作用；此外，处

于市场运作中的新闻媒介，受众的社会监督所具有控制作用是任何一个媒体都无法忽视的，受众可以通过相应信息反馈，以影响媒体发行



量和收视率等方式达到其控制目的。在新闻职业道德的实现过程中，以上三个方面都可以起到各自难以替代的作用，三个方面的有机结

合，营造一个适应媒体健康运作的社会环境，才能最终实现起社会责任。二是传媒机构内部制度对信息生产、加工和传播活动的制约。除

了外部控制之外，传媒机构内部制度对于信息传播过程中道德标准的实现也是必不可少的。从某种程度上讲，新闻职业道德就是从事新闻

职业的人们在其特定的工作中形成的有关新闻工作的社会责任与义务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道德品质的总和。[7]一般而言，新闻职业

道德是借助舆论的力量促使新闻工作者自觉地遵守的。新闻职业道德是一种自律。目前媒体盛行的“煽情主义”报道风格，为了扩大发行

量、提高收视率而出现的低俗化、暴力化新闻，甚至黄色新闻的抬头，都源于职业道德的缺失，媒体自律意识的淡化。不管是市场经济的

健康运行，还是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的社会生活，都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为基础。因此，鉴于新闻媒体的公共性特点，建立更加

完善，更加可行的媒体自律机制，对于保障新闻职业道德，进而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后记对于媒体而言，

真实性是至关重要的，但并不意味着真实就是一切。真实前提下更多的应该是媒体的社会责任，我们需要对新闻真实进行必要的道德考

量，这事新闻事业发展的要求，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的目标之一。我们的目的并不是限制新闻媒介可以报道什么，不能报道什么，相

反，随着人类所处环境的日益庞大和复杂，人们单纯凭借“第一手信息”来认识环境变得越来越困难，信息社会将新闻媒体推到了历史前

台，希望能通过新闻媒体的信息传播活动提示外部环境的变化，创造和谐“拟态环境”，引导人们更加客观地认识世界，进而协调自身行

为。而要做到这一点，新闻媒体自身及其新闻报道所秉持的道德准则的导向和示范作用无疑是不可忽视的。尤其在信息社会，计算机网络

正在成为人类的“第二生存环境”，然而快速、便捷、大容量的信息传播在带给人们便利的同时，也传播着由于缺乏控制而泛滥的“不良

信息”。有专业人士断言，网络传播正经历着严重的生态危机，新闻伦理道德亟待加强。参考文献： [1].[2].[3] 陈力丹，胡森林.记者职业

行为的边界何在（J）.新闻记者，2005.7 [4]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 蓝鸿文.新闻伦理学简明教程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6]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7] 黄瑚.新闻伦理学[M].北京：新华出

版社，2001 联系方式：张才刚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系2005级研究生 43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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