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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提出了我国灾难报道的伦理演进，提出了灾难报道伦理的一系列概念、伦理准则和伦理规范，奠
定了灾难报道伦理研究在应用伦理学的地位。
应用价值在于通过这项研究，促进新闻媒体及其从业者在从事灾难报道时，尊重灾难受害者的基本权
利和尊严，遵守法规，提高我国灾难报道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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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集体思维与灾难报道 建立在社会主义学说上的新中国，在治国方针上当然不能忘记这个
立国之本。
社会主义理论强调集体与理性，集体思维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得以体现。
集体思维的产生有着客观的土壤。
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人类摆脱各种危险韵能力非常有限，群居成为唯一的生活方式。
群居生活在帮助人类度过最艰难阶段的同时，还培育了集体主义的传统。
这个传统影响着人类的情感和思维方式。
对原始生活的渴望，将集体生活当作一种高尚情感予以追求，是集体主义传统得以保持的重要来源。
 新中国成立以后，集体主义情愫被引入到国家日常管理中，集中体现在对国家利益和部门（单位）利
益的强调。
集体思维在新闻报道政策中也得到体现。
在涉及灾难报道时，一是限制灾情报道的数量，=是将报道重点转移到集体力量的强大。
客观而论，新中国成立之初还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国家这个最大集体的力量相当薄弱，新闻主
管部门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要求灾难报道弘扬集体主义的主旋律，旨在激励民众不畏艰险，迎接挑
战。
可见，集体思维主导下的灾难报道伦理有其合理的地方。
 应该承认，集体思维植根于对集体主义的渴望和崇拜。
集体思维与原始思维不同，前者强调的是理性思维，后者是牵强（绝对）联系的产物。
集体思维也具有假言判断的性质，它以“公正”或“理性”为前提。
然而，“集体主义者哲学的内在矛盾之一是，虽然它将自身建筑在个人主义所发展起来的人本主义道
德基础之上，但它只能够在一个比较小的集团里行得通”。
集体思维的悲剧在于：“它起初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以毁灭理性而告终，因为它误解了理
性成长所依据的那个过程。
” “在历史解释的范围内，人们也常常谈到视阈，因为获得历史视域原本是历史理解的一项要求。
”反观集体思维主导下的灾难报道伦理取向，因片面强调了集体的作用而牺牲了个体的利益。
趋利避害乃人之天性，但有些灾害却无法完全避免。
比如海啸、地震。
客观的灾难无法躲避，灾后的救援和重建则仰仗人类自身的协调解决。
救援和重建离不开信息的流通和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在后者匮乏的情况下，及时的灾难报道可以向外界通报灾情。
就史实的角度而言，新中国成立初期集体思维下的灾难报道政策，偏重了国家利益，忽视了个体利益
。
应该承认，对国家这一最大集体的利益重视过多，而对灾区这一集体的利益照顾不够，缺乏应有的人
本主义关怀。
虽然集体思维可以看作“战时思维”的延续，但它和战时思维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是国家意识形态的
历史局限所致。
 3.胜天观念与灾难报道 自然灾难属于天灾，如何对待天灾则依赖于人的主观能动性。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灾难报道伦理表现出来的特殊性，显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确切地讲，这种结果应该与某种误识有关。
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集体思维在灾难报道伦理中缘何被不恰当地拔高。
这就是一度被广泛宣扬的“人定胜天”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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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灾难报道伦理研究》提出了我国灾难报道的伦理演进，提出了灾难报道伦理的一系列概念、伦理准
则和伦理规范，奠定了灾难报道伦理研究在应用伦理学的地位。
应用价值在于通过这项研究，促进新闻媒体及其从业者在从事灾难报道时，尊重灾难受害者的基本权
利和尊严，遵守法规，提高我国灾难报道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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