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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信息技术与传播事业的发展，  当今时代日益成为一个媒介化时代，  当今社会曰益成为一个
媒介化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媒介批评日益受到重视，一个媒介批评的空间正在形成。
那么，媒介批评的空间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空间?在媒介批评方兴未艾之际，这是一个不能不加以明确阐
释的重要问题。
　　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中，一说到“批评”，人们往往会认为就是对某种缺点和错误的指责或抨
击，甚至是对某种错误思想、言行的批驳与否定，从而使“批评”一词成为一个否定性概念，尤其是
“批评”与“表扬”的习惯性对举，更是大大强化了这种印象。
应当说，这是由于过去相当长时期的“革命”话语与“斗争”哲学所浸染的结果。
事实上，  “批评”一词不仅具有这样的政治性含义，而且具有哲学性含义或学术性含义。
在哲学或学术的意义上，批评其实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指对事物的是非、善恶、美丑、得失的分析、
判断、评论。
　　因此，作为一个新兴领域的媒介批评，并非对媒介的简单否定，而是对媒介的是非、善恶、美丑
、得失的分析评判。
这种分析评判，可能是对媒介现实中的某些问题提出质疑，加以抨击，乃至否定，也可能是对媒介现
实中的某些做法总结经验，加以肯定，倡导推广。
换言之，媒介批评既可以是否定性的批评，也可以是肯定性的批评。
当然，对于缺乏媒介批评传统的当代中国来说，适当强调媒介批评的否定性指向，加强对媒介现实中
各种问题的分析、评论、批判，对于促进传媒业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是，也不能因为强调媒介批评的反思性、批判性乃至否定性，就扔掉媒介批评的建设性、倡导性、
肯定性。
对于媒介批评的价值取向，我们需要辩证思维。
所谓“浇花除草”、“惩恶扬善”、“祛邪扶正”之类的俗语，正好反映了否定性批评与肯定性批评
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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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文献资料欠缺、学科积淀薄弱等原因，内地对港台学界以及国外媒介批评研究历史与现状的
了解还不够，因此导致一些著述概念使用上的混乱。
结合国内外相关术语的使用情况，笔者认为需要在国内确立起一致的规范，杜绝各种误用、误解的可
能性。
首先，应该放弃从批评性报道、舆论监督、调查性报道等意义上使用“新闻批评”与“媒介批评”概
念。
因为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批评”、“批判”这类术语本身就有很悠久的知识传统，如哲学领域的康
德“三大批判”传统就赋予这个概念很浓厚的哲学反思意味；而且相邻学科如“文学批评”也不是指
用文学来批评现实与人生，而是指对文学本身的批评；再者传播学批判学派本身也已经是一个既定的
事实。
因此考虑到知识传统的继承，我们就不要再将“批评”用来指称实务性的新闻报道。
其次，像“传媒评论”、“传媒批评”两个概念并没有表达出不同于“媒介批评”的内涵，因此可以
考虑为规范术语而放弃使用这些重合的概念。
规范这些概念的理解与使用，也是学科探讨的逻辑起点。
　　2.关于“媒介批评”的具体阐释问题，即概念的外延与内涵问题　　目前，我国学界对“媒介批
评”这个概念的外延与内涵都还存在着不同的理解。
例如，有论者认为：“媒介批评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的判断，它是对新闻传播媒介系统及其各要素进
行批评的过程。
”媒介批评的对象是“传播媒介系统尤其是新闻媒介系统，包括新闻传播媒介及产品、从业人员和媒
介运行环境等子系统在内的开放的巨系统”。
也有学者认为媒介批评是“分析媒介现象，反思新闻报道的得失，评价记者的作品，从而形成相应的
新闻观念”。
　　从上述的定义来看，所界定的外延与内涵并未涵盖目前已有的媒介批评研究领域。
陈信凌在《媒介批评刍议》一文中认为媒介批评由“学理批评”与“非学理批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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