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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国著名大众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曾形象地断言：传播就像血液流经人们的心血管系统一样
流过社会系统。
确乎如此！
现代社会的人们，如同须臾离不开空气、阳光、流水一样，离不开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
播媒介。
大众传播媒介有如一双无处不在的慧眼，恪尽职守地为人类守望着风云变幻的大千世界，向人们报告
万事万物的一举一动。
媒介是人类的产品，人类是媒介的动物。
大众传播媒介以其翻云覆雨的巨大力量推动、型塑着人类的生活面貌，万物之灵长的人类也以其吞天
吐地的雄伟气概鞭策、驾驭着媒介驶往预设的目标，实现对自我本质的确证。
历史就是人类与大众传播媒介相互规制、裹挟前行的绵长进程。
　　媒介是开展社会批评的工具，同样，媒介也要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批评。
媒介诞生以后，社会里就充满着对它的批评声音。
来自于社会各方面的批评，与媒介同生共长，相互依伴着发展起来。
媒介无与伦比的威势权力来自社会的赋予，而当媒介成长为一种新的权力，并与传统的政治经济权力
体系互相结合，在更广的范围内和更深的层次上对社会施加影响，甚至在某些时空领域犹如脱缰野马
，狂放不羁，造成对社会的冲击与危害之时，社会同样赋予了自身干预和规制媒介的权力和手段。
媒介批评作为社会干预和规制媒介的一种重要方式，缘自社会对媒介健康发展的关切，它通过对传媒
系统及其各个具体要素的运作和状态的或感性或理性的观念性评价，臧否功过，褒贬得失，协商规范
，建构标准，在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生动交流中生成新的媒介观念和传播意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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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采用史论结合的方式，首次既从宏观上对中国现代媒介批评起讫演变的历史轨迹进行了系统梳理
和划分，又从微观的角度详细探讨了主体、客体、文体、载体等因素在中国现代媒介批评活动中的建
构作用，概括和归纳了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主题及其内容，细致分析了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理论视角
、方式与方法、效果。
在解读原始媒介批评文本的基础上建立理论研究框架，言必有据，论从史出。
传统新闻史叙述范式中曾经被遗漏的许多生动细节得到复原。
　　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历史逻辑因此而重新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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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一些新闻研究团体相继成立并出版了刊物，刊登文章评述报纸的内容与发
行，进一步推动了媒介批评实践的发展。
　　其次，从媒介批评与政治关系的角度揭示了媒介批评的特征。
刘建明认为，媒介批评在阶级斗争激化之时，总是以对阵的形式出现。
而对新闻作品形式的分析则难以产生社会影响，因为这类微弱的斧正之声远离政治旋涡的激荡，并不
是受众和新闻界迫切关心的目标，无法获得充分的发展。
媒介批评互相攻击，成为思想斗争的一面镜子。
这类批评凌厉冷峻，带有抨击、叫阵的气势。
在政治斗争激烈的时代，媒介批评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对媒体立场的拥戴或揭露，成为媒介批评
的焦点，如1924年5月，路透社记者在广州发稿造谣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该记者被广州政府驱逐出
境。
中国共产党机关刊《向导》专门刊发了《新闻的侵略》一文予以评述，从外国记者造谣联想到外国媒
介在中国内地时时操纵新闻，传播于己有利的消息，暴露华人之弱点，笔锋所至，表达了切肤之痛。
　　（2）陈龙教授2005年出版的《媒介批评论》，第一章第五节为“我国早期的报学批评”，使
用2300余字的篇幅，同样以时间为序，概略性地梳理中国近现代媒介的发展脉络。
《媒介批评论》在此专题研究上的主要贡献是：　　第一，揭示了中国早期媒介批评的生成状态及其
特色。
陈龙教授认为，媒介批评在我国历史上，通常是与文学批评、政论批评混合在一起的，真正意义上的
媒介批评大体开始于近代思想改良运动：“报纸间的攻讦，往往都打着某种国家安全或百姓利益的旗
号，各自表述政见分歧，针锋相对。
实际上，媒介批评在此时权且充当了改良派和保皇派公开论战的一种形式。
”渐渐地，这样的形式也为人们所熟悉、习惯。
到孙中山的革命派与改良派辩论时期，媒介批评的尖锐程度愈演愈烈，以至于一张报纸的言论有赞成
也有反对，一则好的新闻有人欢喜也有人厌恶。
这种对立化的媒介角力，从某种程度上，使得媒介批评日臻成熟。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阶级斗争、民族矛盾的加剧，媒介批评的主流体现出鲜明的立场化、阵线化
趋势。
不同路线、派别之间的争斗，都通过媒体论争体现出来。
　　第二，首次提出并分析了我国报学批评传统的观点。
陈龙教授将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纳入了媒介批评的文本分析视野，认为其中“对新闻本性、办报
规律、报纸元素等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做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报学批评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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