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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思考

[ 作者 ] 方延明 

[ 单位 ] 《新闻战线》 

[ 摘要 ] 方汉奇教授说：“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已经由被某些业界人士妄自菲薄的‘无学’，变成了‘显学’”，这是令人高兴的。但是，

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新闻学与传统的文学、历史、哲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相比，学术积淀少，尤其是在学科体系方面，亟待建设。本

文试图从对新闻学的历史检讨中，提出新闻学的体系架构，以就教于学界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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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汉奇教授说：“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已经由被某些业界人士妄自菲薄的‘无学’，变成了‘显学’”，这是令人高兴的。但是，我

们也不能不承认，新闻学与传统的文学、历史、哲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相比，学术积淀少，尤其是在学科体系方面，亟待建设。本文

试图从对新闻学的历史检讨中，提出新闻学的体系架构，以就教于学界同行。一新媒体的出现，特别是数字化媒体的发展，以及以“媒介

即讯息”为代表的传播学的快速发展，给新闻实践与理论提出严峻挑战和生存挤压。我国的新闻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更多的是一

门党报学，或者说是报刊宣传学。而今天我们去建构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必须从学科的高度，摒弃偏见。既注意到阶级性，但又不唯阶级

性，做到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时代性与历史性的统一，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因为，一个真正的学科知识体系，应当是既能经受来

自学科内的批评，也能经得住来自学科外的批评，它所给予人们的生活方式应该是历久弥新的。目前在我国普遍流行的新闻学学科体系，

从大处讲是三大块。即，史：中西方新闻史；论：新闻理论；业务：新闻业务。近年来有人在上述三学之外，又加上一个管理新闻学，还

有的加上比较新闻学。为什么要如此重视新闻学的理论建构研究？因为理论是一个学科的灵魂，是一个学科的框架。所有理论都有以下三

个特点：其一，它是时代的产物，因而它是有生命的。其二，理论是人概括的，因此理论是属于人的。其三，理论是有价值的，它的价值

反映在它的功能上。斯蒂文·小约翰在讲到理论的功能时曾列举９种功能，即：总结知识功能、聚焦功能、观察阐明功能、辅助手段功

能、预测功能、启发功能、传播功能、控制功能、生成功能。因为理论是有价值的、有生命的，所以理论总是发展的。二构建一个新闻学

科的理论体系，决非一件易事，这不仅要求它能自成体系，而且要自圆其说，并具备一种与时俱进的自我修补完善机制。根据我多年研究

的体会，拟提出如下新闻学理论体系：关于概念体系。概念是一个理论假设，概念的提出，定义的明确，是建立一门学科的基础。新闻学

理论的概念非常宽泛，仅以甘惜分先生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为例，新闻学理论的词条有500多个。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强调的新闻概

念是构成新闻学理论的核心概念如新闻价值、新闻敏感等。仅以“新闻”的定义来讲，国内外关于“新闻”的概念、定义有数百个之多。

随着时代的进步，新闻的概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W·兰斯·班尼特明确地说：“新闻就是在新闻工作者、政客以及公众每日交互作用的

基础上而产生的持续变化的社会产品。”在这个定义中，我们还能找到多少传统“新闻”定义中的内容？价值体系。价值体系是一门学科

的哲学基础。新闻学价值体系主要是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自在性价值，二是制约性价值。所谓自在性价值，就是指新闻本体的那一部

分，最主要的就是新闻事实，它必须回答事实第一性的问题，如什么是事实，事实的特色是什么。而制约性价值则是强调新闻第二性的问

题，不是什么信息都可以成为新闻的，它要受到来自多方面的价值制约。对事实价值要处理好几个关系，比如观念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关

系。所有的观念事实，都是一种概括事实，这主要是反映在新闻文本中，按照结构主义的观点，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是介于主客体之间

的，新闻文本为我们提供的是一个语境现实。在这里，“我们称之为真实的东西从来就只是一个表征的代码。”经验事实是哲学意义上

的，它对于事物的解释是非线性的，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它所反映的是一种趋势，一种规律。所有新闻文本都是一种精神产品，都浸

润着主观的东西，而我们对它的要求是希望它真切地反映事实，忠于事实。新闻事实不完全等同于事实，它是经验事实与客观事实的有机

结合。经验事实是抽象的，是哲学的，是形而上的；但客观事实必须真实，新闻事实必须强调真实，经验事实是大真实，宏观真实，趋势

真实，而新闻事实，不仅要求经验真实，也要求客观真实。在自在性价值里面，有一部分内容是特征价值，即我们通常讲的新闻价值，是

我们选择新闻的标准，它是由事实本身决定的。比如我们通常讲的新鲜、重要、接近、显著、趣味、异常、冲突等，当然也包括事实的潜



在价值。美国的詹宁斯·布赖恩特提出，一个有价值的新闻事件必须具有 “五个基本特征”（即个人化——它发生在真实的人身上；戏剧

性、充满冲突，争议、反映强烈；实际具体，而不是理论抽象；新颖，反常规；与媒体正在关注的问题相联系）和四个界定（即没有攻击

性；具有可信度；可压缩；适应本地观点）。在价值体系里面，不是所有的事实都可以报道的，报道事实要受到多方面条件的限制。因

此，这里提出制约性价值的概念，是基于我在前几年提出的完全的价值观想法提出的。所谓完全的价值观，就是从新闻学的宏观价值体系

出发，能够统领其它价值取向的一个“集”，这个“集”共包含了自在性价值观、制约性价值观、效果性价值观等三个子集。制约性价值

观主要强调事实在传播过程中所受到的主要的社会制约因素，比如受到权力、经济、关涉者、社会规范、受众等因素的制约。效果性价值

观主要是看其社会效果，它是由两个核心价值观念构成的，这就是政党利益和公民利益。在社会主义的利益机制下，严格讲来二者应是统

一的、一致的。政党利益与公众利益就如同是一个椭圆上的两个焦点，当这两个焦点隔得较远时，这个椭圆就很偏，当这两个焦点趋于重

合时，它就接近一个圆了。理想的传媒价值体系，其两个核心价值应该是非常一致的，这是因为，对政党的维护，并不一定以损害公民利

益为前提，而对公民利益的维护，也不排除是对政党利益的更高维护。关于方法论体系。方法论体系主要是四个方面，即：采访方法论，

写作方法论，编辑方法论，策划方法论。采访方法论主要是解决三个问题：一是采访与环境；二是采访与事实，如何把握事实，如何理解

事实，怎样获取事实；三是采访与思维，这是贯彻始终的。写作方法论主要是解决描述事实的问题。包括事实与主题的问题，事实与角度

的问题，以及事实与背景、结构，包括写作过程中的借鉴等内容。写作方法论，说到底就是如何生动地陈述事实，使受众获得最佳接收效

果。编辑方法论主要解决一个如何把新闻文本变成一个受众易于接受的好文本，传到受众那里，这里面有一个取稿价值标准、审稿与知

文、润色，突出主题，提升价值等内容，编辑方法论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把编辑工作视作创造性劳动，编辑的创造性劳动是事半功倍的工

作。近年来，新闻策划已经成了媒体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之一。策划方法论就是要寻求和找出新闻策划的意义价值、一般规律。概而言

之，策划的要旨就是要实现新闻价值的效果最大化，如果一个新闻策划没有实现新闻价值的最大化，那这个策划就是失败的。新闻策划的

一般规律主要是四条：调查研究是基础，创新思维是关键，找准选题是突破，社会效果是目的。效果评价体系。有关效果评价，新闻学科

过去很少涉及。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传播学引入，有学者借鉴传播学的方法做了一些工作，但不系统。社会发展到今天，媒体对于

人们的影响，其作用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的。美国的利昂·纳尔逊·弗林特早在1925年出版的《报纸的良知》中谈到“报纸影响力”问

题时，就曾引用过美国长老会牧师、演说家亨利·沃德·比切的一段话来说明其重要性：“你曾停下来设想过上百万人没有文学，没有学

校，没有布道台，而只有报纸的情形吗?10个人里没有一个会看书，但我们每一个人，除了那些极端贫穷无助的人，每天都用报纸来塞满

自己的头脑。它是我们的父母、学校、大学、剧院、布道台、榜样、顾问(所有这些角色)它都集于一身。我们身上的每一滴血都受它的影

响。”10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媒体已远远不止报纸，还有广播、电视、网络、数字化通讯等。因此，我们必须注重建立效果评价体系，

这个评价体系主要是两方面，一是传，二是受，传是影响力之源，受是影响力的效果。研究新闻传播效果，要建立科学的评价标准、评价

方法，既考虑到定性，又要考虑定量，从定量中去看定性，从定性中去分析定量。完整的科学的效果评价体系，应当是建立起新闻传播过

程中的因果关系的科学体系。有一个问题是值得引起重视的，在效果评价方面，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传播学家近年来非常关注不良新闻

带来的“公共健康问题”。外延体系。主要是基于新闻学是一门外延性很强的学科，我曾写过一本《新闻文化外延论》的书，概述了新闻

文化的学科观、社会观、价值观、哲学观、政治观、美学观、发展观、文学观。实际上，新闻理论涉及的外延学科还远不止这些，只有把

新闻这门学科放在大人文、大社会背景下，它的学科特点和外延才能更清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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