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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翻开报纸，打开电视，无数各式各样的新闻充斥着人们的生活。
从语言的产生到报纸的出现，人与人的交往越来越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网，要在这张无形的网下生存
，信息至关重要。
《全国广播影视系统新闻采编人员资格培训教材：新闻传播学基础知识》让读者了解现代信息传播的
奥秘，使读者走进记者们的传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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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我们这样研究“价值”，也许会引起人们的疑惑：“难道‘价值’是脱离客体的主观唯心之物
吗？
”当然不是的。
价值既不是人的个体意识的产物，也不是先于客观物质世界而存在的“柏拉图”式的理念，价值来源
于客观事物，来源于客观事物具有的特性，但它不是客观事物本身，价值是人们的社会实践作用于客
观事物之上的产物。
在价值的身上，体现并凝聚了客观事物所存在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
使“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了”。
（“本质力量”，又译作“生产力”）①价值是如此深刻地依赖于人的实践活动，以至于提醒我们有
必要重温一下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庸俗唯物主义时所说的那番寓意深刻的话：“人们
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
只要他哪怕停顿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小仪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
及他（费尔巴哈）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就没有了。
”②    通过以上对“价值”所做的分析，我们对价值的含义可作如下概括：价值足客体在社会实践中
所履行的功能；它足客观见之于主观的产物；价值足由价值源（客体的特性）、价值观、价值的实现
（人们的丰十会实践）这三种内涌所组成的一个多义性概念。
三、我国新闻界关于新闻价值概念的争论。
引起争论的原因    前面我们从哲学意义上分析了价值这个概念的含义，并指出新闻价值是一个由价值
源、价值观和价值实现等多种涵义所组成的多义性概念。
在这个概念里，既包含了新闻特性的客观事实，又有新闻工作者选择衡量新闻事实的标准，还包含了
受众根据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所形成的共同需要接受新闻的态度。
对新闻价值概念的认识如果只取这一点，忽视另一点，都容易造成这样那样的片面性。
以往对新闻价值这个概念，之所以存在着各执一词的见解，主要原因就是人们往往只强调了新闻价值
的某一种内涵，这也是新闻学界对之争论异常激烈的主要缘故。
    其次，由于新闻价值是一个多义性的复杂概念，人们在试图用一句简明扼要的话来概括新闻价值时
，常常会为其内涵过于复杂而力不从心。
    第三，某些新闻价值定义忽视了定义的一般逻辑规则。
    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目前已有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新闻价值定义，大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陷
。
对不同新闻价值定义的评价    目前我国新闻界对新闻价值这一概念的认识，大体可分以下四种类型： 
1．素质说：认为新闻价值是指事实本身包含的足以构成新闻的特殊素质。
这些“特殊素质”决定了新闻价值的大小。
因而新闻价值与记者评判新闻事实的标准无关。
比较典型的定义有：  (1)“新闻价值是指事实本身所包含的能引起社会大众共同兴趣的素质”。
①  (2)“新闻价值是指一个事实所包含的足以构成新闻的特殊素质和各种素质的总和”。
①    “素质说”强调了新闻价值源于客观事实，即强调了新闻价值的客观性，有其正确的一面。
但是，它明显地忽视了组成新闻价值概念的另外两个有机的内涵，即新闻价值观和新闻价值的实现。
“素质说”把新闻价值看作是一个“自在之物”，看作是客观事物所具有的某种特性，即“引起公众
共同兴趣的素质”本身，把新闻工作者和受众的社会实践，即新闻工作者选择什么样的事实作为新闻
报道的标准和受众接受和评价新闻的态度，排除在外。
因而，这样的新闻价值只能是“自然的原始形态”，难以实现。
“素质说”明显地带有机械唯物主义的缺陷。
正如马克思所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
现实、感性，只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
，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客观的被丢掉了，而主观唯心主义却被完整地保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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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
”这是素质说的第一个缺陷。
    第二，从语义表达的逻辑关系来看，素质与价值不相关，也就是说，素质不是价值的属概念。
    第三，从“事实本身所包含的能引起社会大众共同兴趣的素质”这一定义来看，还存在着语义界说
不周密严谨的缺陷。
众所周知。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在上述定义中，对事实没有“新近发生”的限制，这就容易引起人
们的疑问。
历史事实也同样包括有引起社会大众共同兴趣的素质，所以人们乐于听历史故事，看历史书籍。
那么用这样的定义概念来解释新闻价值，是否解释得通呢?    2．标准说：认为新闻价值是记者、编辑
衡量新闻的尺度和标准。
在一些新闻学辞典中，  “标准说”常用来作新闻价值的定义，比较典型的有：    “新闻价值是记者选
择和衡量新闻事实的客观标准”。
    这一定义避免了素质说将新闻价值当作一个“自在之”。
的缺陷，强调了记者的新闻价值观。
但是，标准说其主观色彩较浓受到了人们的质疑。
    第一，我们说了，“素质”这个概念不是“价值”的属概念。
同样，“标准”也不是“价值”的属概念。
    第二，如果将“标准”作为“价值”的属概念，这除了违反了语义表达上的逻辑规则之外，还反映
了“标准说”论者在新闻价值内涵认识上所存在的片面性。
因为记者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和选择新闻事实(不管这种标准是客观的也好，还是主观的也好)，都
是指人对客体的一种评价，而这种评价，是人们对某种事物特性持何种看法和认识的价值观，人们的
这种价值观还需经过实践的检验。
抛开社会实践检验的标准或价值观，便无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是什么迫使人们对客观事物
对象抱这种态度而不是那种态度?是“主观”偏爱兴趣，还是客观标准?如果是主观偏爱兴趣，将导致
主观唯心主义。
如果是客观标准，那么又是什么规定着这种标准?客观标准也是无法从个体意识中得到解释的。
人们的价值观只能从人们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来，从人们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共同需要中得到解
释。
因此，记者的新闻价值观不等于新闻价值。
事实上，在新闻实践中，我们也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记者们常常选择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新
闻事实，经过传播后，受众并不认为有什么价值，相反，许多有重大新闻价值的事实，又常常因记者
认为无价值而被他们轻易放过了。
    综上所述，这种忽视社会实践检验的“衡量新闻事实的“客观标准”，事实上是不客观的。
    3．效果说和功能说：认为新闻价值就是指新闻事实在传播过程中所履行的功能及其引起的一定的社
会影响和效果。
    由于“标准说”、“素质说”对新闻价值概念的解释存在着上述的片面性，不少研究者开始对“新
闻价值”给以“效果说”或“功能说”解释。
“功能说”意识到了新闻价值是一个由主观和客观的结合的产物，因而，  “功能说”较为全面地解
释了“新闻价值”这个比较复杂的综合性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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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为适应新时期的新任务和深化新闻出版与广播影视业改革的需要，加强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逐步
建立新闻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制度，结合更换新闻记者证的有关要求，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共中央宣
传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联合签发了《关于开展新闻采编人员资格培训工作的通知》。
根据通知精神，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将在2003年上半年统一组织全国广播影视系统新闻采编人员的
资格培训工作。
通过培训，使新闻采编人员的马列主义新闻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业务能力进一步增强，知识结构进
一步改善；更加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深入理解党的新闻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
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更加自觉地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规范；更好地为人民
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
    为了组织好对新闻采编人员的资格培训，保证培训质量并达到预期效果，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专
门制定了《关于开展新闻采编人员资格培训工作的实施意见》，委托北京广播学院制定教学方案并承
担新闻传播基础理论与新闻业务课的教学任务。
这本《新闻传播学基础知识》，就是根据对新闻采编人员进行资格培训的需要，按照教学计划和大纲
的要求，由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组织有关专家、学者编写的。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前身为新闻系）已有四十多年的办学历史，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深厚
的学科积淀。
有一批在新闻界知名的资深教授和崭露头角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其学术成就处于本领域的前沿地位，
其新闻教学具有鲜明的现代媒体特色，特别是广播电视特色。
《新闻传播学基础知识》，以新闻采编人员“应知、必备、适用”为原则。
对新闻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基本知识进行了概括和深化，涵盖面广、简明扼要，理论性强
、深入浅出。
因此，这本书作为广播影视系统新闻采编人员岗位培训的基本教材之一，不仅在这次大规模的资格培
训中采用，而且可供各级广播影视机构在今后对新闻采编人员进行经常性的岗位培训中使用。
当然。
这本书也是广播电视新闻采编人员进行自学的通俗读本。
    由于任务紧迫、时问仓促，书中难免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以备再版时修改补充。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人事教育司刘爱清                   
                                     2003年4月8日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闻传播学基础知识>>

编辑推荐

翻开报纸，打开电视，无数各式各样的新闻充斥着人们的生活。
从语言的产生到报纸的出现，人与人的交往越来越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网，要在这张无形的网下生存
，信息至关重要。
《新闻传播学基础知识》让读者了解现代信息传播的奥秘，使读者走进记者们的传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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