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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我在以往研究基础上写给研究生阅读的一本引论性质的著作①，可以作为新闻理论研究课程
的教材，主要目的是让刚刚进入新闻研究领域的学子们，对新闻理论研究关涉的问题范围有一个比较
明确的了解，对新闻理论研究的一些主要问题有一个基本的把握，为今后进一步富于个性化的研究寻
找路径、做好准备。这本书只是一块“敲门砖”，至于能够敲开什么样的学术门路，主要靠读者自己
掌握敲门的时机、力量、恒心和技巧，当然也要看整个社会环境、学术生态的演变与发展。　　理论
研究，在我看来，主要是发现新现象、新问题，创造新思想、新思维，提出新学术、新理论。有人说
，现代思想的日新月异和丰富多彩，“使得当代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不再是某种不可质疑的‘
思想伟人’，而只是不断地向人们展现新的可能世界的‘思想者’”。我以为，在今天这样的社会，
能成为如此“思想者”，甚至是某个具体领域的如此思想者，也实在了不起。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
各种观念、思潮和理论风云激荡的时代，也往往是有些思想观念或理论观念产生广泛影响的时代，在
整体的社会层面或者具体的领域空间都是这样。因此，作为研究者，特别是理论研究者，要有一种强
烈的自觉，我们的时代是充满用武之地的时代，是呼唤理论、需要理论的时代，是呼唤思想家、需要
思想家的时代。因而，这本引论性的著作侧重的是如何思想，侧重的是关于新闻基础理论问题的人文
性分析与思考，而不是如何做出经验实证研究的结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经验实证研究不重要，只
是说本书把重心更多地放在了逻辑分析、解释批判的向度上。读者完全可以通过阅读其他著作满足自
己的兴趣和研究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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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闻理论研究引论》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这本引论性的著作侧重的是如何思想
，侧重的是关于新闻基础理论问题的人文性分析与思考，而不是如何做出经验实证研究的结论。书中
具体包括了：人类新闻活动的性质、当代中国新闻业的主要特征、新闻与政治经济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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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姿态与追求　一、态度与方法　二、问题与观念　三、体系与结构上篇：新闻本身　第一章　
本体与形态　　一、新闻的本体　　二、新闻的形态　　第二章　真实与价值　　　一、新闻的真实 
 　　二、新闻的价值　中篇：新闻业态　第三章　新闻活动及历程　　　一、人类新闻活动的性质　
　二、新闻活动的历程　第四章　新闻业属性与功能　　一、新闻业的性质与特征　　二、新闻业的
社会功能　第五章　宏观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新闻业　　一、当代世界新闻业的一般特征　　二、当代
中国新闻业的主要特征　　三、当代中国新闻传播遵循的政治原则下篇：新闻关系论　第六章　新闻
与政治经济　　一、新闻与政治　　二、新闻与经济　第七章　新闻与文化技术　　一、新闻与文化
　　二、新闻与技术　第八章　新闻符号世界与事实世界　　一、创制新闻符号世界的手段　　二、
新闻符号世界的特征　　三、新闻符号世界的意义尾论　自由与道德　一、认识论视野中的新闻自由
　二、作为权利的新闻自由　三、理论视野中的新闻道德　四、作为职业品质的新闻德性主要参考书
目

Page 4



《新闻理论研究引论》

章节摘录

　　新闻学是一门包含着强烈人文气息和色彩的社会科学，因而它一方面是对新闻传播普遍特点和规
律的探讨，另一方面又不可能超越特定文化环境的强烈影响，也不可能超越各种社会意识形态或强或
弱的影响。新闻学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总是包含着一些具有环境特色的特殊问题和个别性问题。新
闻学的科学性总是某种具体的人文环境中的科学性，与自然科学普遍的科学性总是有着一些差别。　
　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具有差异性的多元文化的世界，这是一种客观的文化事实。人文科学、社会科
学不可能无视这样的文化事实，而应重视和尊重这样的事实。因此，在中国做新闻学研究，也像做其
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必须把中国实际、中国经验，作为自己的学科背景，作为自己研究的重要
出发根基。中国的新闻学研究，不可能脱离中国宏观的社会背景，更不能脱离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历史
与现实，也很难彻底超越中国新闻思想的传统。科学的根本原则与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离开中国这
个“实事”，即使能够构建出一套完整的新闻学体系，即使能够建构出具有世界普遍性的理论，那也
只能基本上是理论家们理想性的产物，充满了乌托邦的色彩，也只是为人类设定了某种追求的目标，
而对指导、变革、改造当前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实际不会有什么真正的作用。“思想不接地气是不行的
”①，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地气”首先就是中国的实际，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实际。美国著名媒介
学者詹姆斯·w·凯瑞指出：“只有把传播研究放在历史和文化中，才具有精确性和说服力。放在历
史和文化中也就是放在特定民族的历史经验中。”②“所有的学术必须而且必然与其所产生的时间、
地点相适应。”③以中国经验为根基。应该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基本态度，当然也是我们研究中国社会
新闻传播现象过程中应该有的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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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烂
2、该书对研究生阅读有好处，但还是和作者之前几个部头作品一样，有些难以猝读。也正因此，显
示作者的水准。高处之寒为曲高者和。
3、还没读，待研究
4、要言不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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