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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针对当前新闻学研究的情况 ,着重阐述了两个问题。其一 ,关于新闻的本质和定义。新闻既不是

“报道”,也不等于“事实”。它是人们的一种认知信息 ,是公开传播的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其二 ,关于新闻的相关

概念。由新闻而派生的诸多延伸概念和并列概念 ,各有其确实的含义。对此应该慎加辨别、不相混淆 ,以免陷入理论

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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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News and Its Co2related Concepts
ZHANG Yunruo

(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ollege ,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8 , China)

Abstract : Treated here in this paper are two major subjects on the current discussion of journalism : (1) On the exact definition of

news. News is neither“reports”nor“facts”. It is a kind of cognitional information concerning what has happened of late ,and which has

been made widely known among the public. (2) On the co2related concepts of news. Many extended and coordinate concepts are deriva2

tives of news ,each of which has exact implications of its own. And therefore ,a clear distinction must be made between them so as not

to be misled in our theoretical study of jour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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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是人类新闻传播活动的核心 ;对新闻的界定 ,是全部新闻学研究的起点。长期以来 ,我国

新闻界对于新闻的确切含义一直众说纷纭 ,缺乏科学的共识。这种情况已经直接影响各种新闻理

论以至新闻实务的讨论和研究。近几年我国新闻界的许多分歧和争论 ,也都关系到对这个“核心”

和“起点”的正确理解。因此 ,笔者认为 ,重新探讨和辨正新闻及其相关概念的含义 ,实在大有必要。

一、必须摆脱传统说法的局限

要正确界定新闻的含义 ,不能不先大致考察一下这个概念指说的实体。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所

说的新闻 ,通常是指相互传播的新鲜消息。这种消息必定是有关新近发生的事件的 ,大凡陈年旧事

都不会被称为新闻。这种消息必定是有关事件本身的发生发展的 ,大凡传播者的观感、解释或评述

也都不会被称为新闻。这种新鲜消息可以来自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传告 ,也可以来自团体或群体内

部的传布 ,也可以来自大众媒介的传播 ,这就是说 ,在人际传播、团体传播或大众传播中流动的新鲜

消息 ,都是新闻这一概念所要指说的客体。“名者实之宾也。”新闻学的任务就是要根据名与实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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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关系 ,为新闻这一概念作出简洁明了而又准确科学的界定。

我国新闻界关于新闻的含义 ,有两类由来已久的说法 ,这就是“报道说”和“事实说”。这两类说

法都强调了事实是新闻的本源 ,为反对唯心主义的新闻观、揭示和表述新闻的本质特征 ,作出了重

要的贡献 ;但是 ,这两类说法都不尽准确、不尽科学。新时期以来 ,一些学者对它们进行了种种质

疑、评析和修正 ,但是总体上看 ,我国新闻界至今还没有走出这些传统说法的局限和桎梏。

“报道说”的代表当然是陆定一同志在 1943 年所作的新闻定义 ,他认为 :“新闻的定义 ,就是新

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1 ]陆定一在阐述这一定义时强调了“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事实是第一性

的 ,新闻是第二性的 ,事实在先 ,新闻 (报道)在后”这一唯物主义的观点 ,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

是把定义的落点放在“报道”上 ,也就是说把新闻说成是一种“报道”,显然不符合我们上面考察过的

新闻一词所指的客观实体。

首先 ,新闻的本质并不是“报道”。“报道”这个词有两种指说。一是指说某种实物 ,那就是大众

媒介上的报道文章 ,即新闻作品。但是新闻作品是新闻的载体 ,而不是新闻本身。新闻作品中含有

新闻内容 ,也含有非新闻内容 ,如背景材料、解释评述等。二是指说某种过程 ,那就是报道工作或报

道活动。但这是传播新闻的过程 ,也不是新闻本身。所以用“报道”作为定义的落点 ,无法说明新闻

的本质是什么。按照定义规则 ,定义的落点 (即定义项的中心词)应该是被定义项最邻近的属概念。

可是“报道”不可能是“新闻”的属概念 ,“新闻”也不是“报道”项下的一个种概念 ,彼此无法构成定义

关系。

其次 ,报道是新闻的存在方式之一。不论是静态的报道文章还是动态的报道活动 ,其中都有新

闻在流动 ,所以 ,报道是新闻的一种存在方式 ,但它本身不是新闻。而且新闻并不仅仅存在于报道

之中 ,人际交往中也有大量的新闻在流动 ,而这种流动就不能被称为“报道”,只能称作是“传播”。

应该说新闻存在于一切传播活动之中 ,而“报道”只是诸多传播活动中的一种而已。

第三 ,报道是一种具有很强主体倾向的社会行为。新闻 ,尽管也是人类认识活动的产物 ,但它

只是客观存在的新闻事实的朴实的、直接的反映 ,它排斥过多的主观色彩和倾向。人们可以在报道

或传播新闻的过程中增添种种具有主观倾向的分析、解释或评述 (尤其在种种深度报道中) ,但这种

分析、解释或评述并不是新闻 ,它只是新闻的衍生物 ,如果我们把这些报道内容都称为新闻 ,那岂不

是把新闻的外延扩展到各种解释评述上去了吗 ? 这样做岂不否定了新闻的客观性质 ,而把种种具

有强烈主体倾向的观念性的东西都视为新闻了吗 ?

现在确实有人主张把各种各样的报道、把报道中的种种主观添加剂、把有关新闻的解释评述都

称之为新闻 ,甚至说这是新闻内涵的新发展。这种主张是“报道说”发展的必然结果。可是这样做

势必背离新闻的客观性原则、背离“事实是新闻的本源”这一唯物主义的新闻观 ,必然会把观点混同

于事实 ,从而像陆定一严肃批评过的那样 ,“替造谣、曲解、吹牛等等开了大门”[2 ] 。“报道说”的这种

负面影响 ,实在是它的提出者所始料不及的。

“事实说”的流传实际上比“报道说”更为久远。我国第一部新闻学著作的作者徐宝璜 1919 年

就下了这样的定义 :“新闻者 ,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3 ]一些新闻界前辈也表达过类似

的见解 ,如胡乔木的“新闻是一种新的、重要的事实”[4 ] ,范长江的“新闻 ,就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

未知的重要事实”[5 ] 。这些见解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但是随着科学理论的发展 ,我们同样发现它

们存在明显的缺陷。

首先 ,定义把落点放在“事实”上 ,也就是说 ,把新闻看作是一种“事实”,实在并不准确。新闻来

自事实、反映事实 ,但它并不是事实本身。事实是独立于人体之外的客观存在 ,它是物质的运动变

化 ,或者说是运动变化着的物质。既然如此 ,它是不可能拿来传播的 ,它是不可能搬到人的嘴巴里

来 ,也不可能摆到报纸的版面上来的。正如摄影师摄下了被摄者的身影 ,但是这位被摄者本人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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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跑到照相纸上来的。

有人认为 ,这里所讲的“事实”不是客观外界的事实 ,而是经过人们认知、反映的“经验事实”,以

此来为这类新闻定义作诠释。但是 ,事实这个概念的本义是指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现实 ,这

已是人们的共识。如果一个定义必须要加上诠释才能避免歧义 ,这样的定义能说是简洁明了、准确

科学的吗 ?

其次 ,定义还在“事实”前面加了种种限制词 ,诸如“多数阅者所注意”、“新的重要的”、“广大群

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等等 ,这就说明定义只是为大众媒介上的新闻而设的。但是我们前面说过 ,

实际生活中的新闻无处不在 ,它不仅存在于大众媒介上 ,而且存在并流动于人际交往、群体往来、团

体活动等诸多领域。在一般的人际交往中 ,只要传方愿说、受方愿听的新鲜消息都可成为新闻 (正

如《红楼梦》中的贾雨村向冷子兴打听“近日都中可有新闻没有”一样) ,何必一定要涉及“多数阅者”

或“广大群众”呢 ?

其实 ,“报道说”和“事实说”各有其适用的范围。“报道说”实际上是为“新闻报道”或“新闻作

品”下定义 ;“事实说”实际上是为“新闻事实”而且是大众媒介所要采写的“新闻事实”下定义 ,它们

都不是真正能界定新闻概念的定义。尽管“新闻作品”、“新闻事实”也常被人们泛称为新闻 ,但是新

闻学中的“新闻”是专有所指的客观事物 ,如果把同新闻有关的种种事物都称为“新闻”,那么 ,新闻

理论也就没有严谨的逻辑性可言了。

二、新闻的本质应该是信息

从现代科学的观点来看 ,存在于人类传播活动中的新闻 ,既不是“报道”,也不是“事实”,它实在

是一种信息 ,是有关客观世界最新变化的信息。从 80 年代起 ,随着信息科学的引进 ,就有学者提出

这一观点 ,把新闻定义的落点、也就是新闻最邻近的属概念定为信息 ,例如宁树藩教授就明确认为 ,

新闻是“经报道 (或传播)的新近事实的信息”。笔者也曾撰文对此作过阐述。但是这些看法还没有

得到充分的传播 ,近年来又往往被许多强调新闻主体倾向的言论所淹没。

我们知道 ,客观世界是由运动变化着的物质组成的。物质运动变化的表现形式或表征 ,便是它

展示给周围的信息。这是一种存在于客观世界的自在信息。自在信息一旦被人类感知、认识 ,进入

了人类的认知系统 ,便转化为人类主观世界的认知信息 ,人类就会对它进行综合、加工、储存或传

播。自在信息是认知信息的本源 ,认知信息是自在信息的反映 ,两者一起组成了宏观意义上的信息

体系。概括地说 ,作为一种哲学范畴 ,信息是物质运动的表现形式以及人类对它的认知或表述。

新闻就是大千世界信息体系中的一个门类。它属于人类主观世界认知信息的范畴 ,是人们对

客观事实的感知、认识和反映。不过它反映的不是陈旧事实的信息 ,而是新近发生或变化的事实的

信息 ;它的反映方式不是逻辑概括、不是典型塑造 ,而是客观表述 ;人们在感知、认识和反映之后 ,并

不只是储之于头脑或存之于档案信息库 ,而是在相互间传告或传播。所以 ,新闻的定义可以表述

为 :公开传播的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这便是我们对新闻学中的新闻概念所作的界定。

这样的界定 ,最为重要的是科学地指明了新闻的本质是信息。这是“事实的信息”,也就是说它

的本源是客观世界的事实 ,它必须是充分客观而真实的。但它又是经过人们感知的 ,否则就不可能

进入人类的传播领域。所以 ,这是一种如实反映客观事实的认知信息。其次 ,指明了事实必须是

“新近发生的”,而不是陈旧过时的 ;既然要“新近”,传播也必定是及时的 ,而不是迁延积压的。第

三 ,指明它是“公开传播的”,一要传播 ,不进入传播领域就不成其为新闻 ;二要公开 ,尽管公开的程

度有高有低 ,随传播的范围不同而有所不同 ,但它毕竟不是机密范畴的情报。总之 ,这样的界定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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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内涵来说 ,体现了新闻的三个最基本的属性 ,即真实性、时新性、公开传播性。这三者是新闻的本

质特征 ,是新闻不同于谎言、传闻、故事、史料、情报或其他东西的质的规定性。这样的界定 ,就其外

延而言 ,也能真正切合上文提到的那种被习称为“新鲜消息”的事物 ,真正涵盖人类社会无处不在、

无时不有的新闻现象。

三、新闻的延伸概念并不等于新闻

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因新闻而存在、由新闻而派生的事物或现象 ,为了指说它们 ,人们使用了许

许多多带有“新闻”二字的复合词组 ,这些词组可以称为新闻的延伸概念。这些延伸概念大致有如

下几类 :

(一)指说事实的 :新闻事实、新闻事件、新闻素材、新闻线索等 ;

(二)指说作品的 :新闻作品、新闻报道、新闻通讯、新闻特写、新闻述评、好新闻、新闻奖等 ;

(三)指说事业的 :新闻事业、新闻工作、新闻传播活动、新闻机构等 ;

(四)指说抽象命题的 :新闻自由、新闻道德、新闻改革、新闻腐败、新闻自律、新闻理论、新闻史

等 ;

(五)指说实务的 :新闻媒介、新闻报刊、新闻广播、新闻电视、新闻网络、新闻节目、新闻专题、新

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管理等。

这种概念还有很多 ,以上几类是主要的。延伸概念是由主从关系的词组来表述的 ,它们的内涵

要以整个词组为单位来把握。现在人们常常把这些延伸概念同新闻概念相混用 ,使得“新闻”的含

义更加复杂化。

譬如 ,上述第一类、第二类概念 ,就常被人混称为“新闻”。老编辑对年轻记者说 :“要善于在纷

繁的社会生活中发现新闻”。这里的“新闻”二字通常是指“新闻事实”或“新闻线索”。张某对李某

说 :“今天报上有篇重要新闻”。这里的“新闻”二字实在是指“新闻报道”或“新闻作品”。两种语言

环境 ,出现了含义不同的“新闻”,它们都不是纯粹新闻学意义上的“新闻”,而是新闻的延伸概念。

对于人们的日常用语我们不能苛求 ,但是作为理论表述 ,却不能不有所区别 ,讲究严谨和准确。新

闻事实就是新闻事实 ,新闻报道就是新闻报道 ,不宜混称为“新闻”。正如日常谈话中有人说“迎面

来了个解放军”,但我们决不能在正式文件中说“今年我国要裁减 50 万解放军”一样。

又如第三类延伸概念 ,在一般情况下不该混称为“新闻”,但是在特定的复合词组里 ,它们又可

以用“新闻”二字来代替。请看第四类延伸概念 ,其实都包含了用“新闻”二字代替的第三类概念。

“新闻自由”即“新闻传播活动的自由”,“新闻道德”即“新闻工作的道德”,“新闻改革”即“新闻事业”

或“新闻工作”的改革 ,“新闻史”即“新闻事业史”或“新闻传播史”,余此类推。这是长期以来语言实

践约定俗成的结果。为此 ,在解读第四类延伸概念时 ,必须对其中“新闻”二字的含义补充完整。近

来有人质疑说 :新闻就是新闻 ,它有什么自由不自由的问题 ? 这便是对“新闻自由”中的新闻二字没

有正确理解的缘故。

第五类延伸概念含义实在 ,指说明确 ,一般不应再把它们简称为“新闻”。可惜近年来我们就碰

到这样的事 ,在“新闻策划”的讨论中 ,有人不仅把编辑、采访、报道、办栏目、出专题片列入“新闻策

划”的范围 ,而且把怎样办报、办台 ,怎样经营管理新闻媒介 ,甚至怎样规划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方

向 ,一股脑儿都称之为“新闻策划”,这样岂非把“新闻”二字的外延扩大得宽泛无边了吗 ? 如此使用

“新闻”概念 ,怎能得出准确的结论、达成科学的共识呢 ? 本来 ,第五类概念所指说的实务都是可以

而且应该策划的 ,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说得清楚明确一点 ,称之为编辑策划、采访策划、报道策划、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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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策划等等 ,不要省称为“新闻策划”,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是不应该人为策划的 ,对此已有许

多人表述了正确的见解 ,此处不赘。笔者想要强调的是 :“新闻策划”问题上之所以众说纷纭 ,同上

述概念使用上的混乱现象大有关系 ,同时也和新闻定义上的误区大有关系。因为不少人把新闻看

作是一种“报道”,而“报道”则是人为的东西 ,究竟怎样报道 ,离不开主观能动的策划 ,难怪有人会振

振有词地声称“新闻可以策划而且应该策划”了。

四、并列概念 :谨防概念的混淆偷换

并列概念是一种概念组合 ,它使用一个并列词组 ,把新闻和另一种事物或社会现象并列在一

起。如果说延伸概念指说的是一种事物或社会现象 ,那么并列概念指说的是两种事物或社会现象。

如果说延伸概念只是一个概念 ,而并列概念则是两个相关概念的对等并列 ,只是中间省却了“和”、

“与”这样的并列连词而已。

同新闻相关的并列概念 ,最常见的是“新闻宣传”和“新闻舆论”。这是这些年十分流行的概念

组合 ,往往一说到新闻就要后缀以“宣传”,一说到舆论就要前缀以“新闻”。由于中间没有并列连

词 ,于是就造成这样的错觉 ,似乎新闻同宣传、新闻同舆论 ,简直浑然一体 ,一而二、二而一了。

其实 ,“新闻宣传”指说的是新闻传播和宣传传播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这两者都是人类重

要的传播活动 ,相互关系密切 ,但是却又有着质的区别。

首先 ,两者的传播内容不同。新闻所传播的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 ,这是一种反映客观事物

变动状况的陈述性信息 ;宣传所传播的是思想观念 ,这是一种推理性信息 ,是宣传者对客观事物的

观点、态度和主张。

其次 ,两者的社会功能不同。新闻传播的基本功能在于告知 ,在于让受众了解客观事物的状

况 ;宣传的基本功能在于劝服 ,在于让受众接受传方的思想、观点或主张。

再次 ,两者各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例如 ,新闻传播是根据受众需求进行的 ,是以满足受众的信

息需求为宗旨的 ,按照现代政治理念 ,传播者是无权拦截、封锁受众应知、欲知的信息的。宣传是按

照传方的需要来进行的 ,主要是体现传方意图的 ,宣传者可以决定宣传什么、不宣传什么。新闻传

播必须全面地、如实地反映客观现实 ,客观性是它的基本原则。宣传则有鲜明的主观倾向性 ,政治

上 (指政治宣传)或经济上 (指经济宣传)的功利性是它的首要追求。正义的宣传总是通过说真话、

讲真理 ,实现正义的功利性 ;非正义的宣传往往不说真话、不讲真理 ,追求不正当的功利目的。新闻

传播以新闻价值为标准来选择和取舍新闻 ,宣传则以宣传价值作为选择安排传播内容和传播时机

的标准。如此等等。

当然 ,在现实生活中新闻和宣传两种传播行为又是紧密相关、相互交织的。由于广大公众对新

闻信息的关注 ,由于新闻信息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影响 ,不同的阶级、阶层都会在传播新闻的同时

自觉或不自觉地宣传自己对这些新闻信息的见解或主张 ,各类宣传的行为主体更会尽量把宣传意

图附载于新闻信息之上 ,利用新闻传播来实现自己的宣传需要。于是就有了宣传对新闻的广泛而

深入的渗透。但是不管两者的关系多么密切 ,它们毕竟是同构异质的社会现象 ,它们之间是不可能

画等号的。

可是在我国 ,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将新闻传播混同于政治宣传、甚至用政治宣传来取代新闻传

播的倾向。尽管一些有识之士不断对此提出过批评 ,陆定一同志当年反对“新闻就是政治性本身”

的谬论 ,认为它是“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基础”[6 ] ,便是这种批评的早期代表。遗憾的是 ,在“左”倾错

误路线猖獗之时 ,这种把新闻同政治宣传混淆的倾向一直在发展蔓延 ,并且愈演愈烈。及至“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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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当道 ,鼓吹“新闻就是政治”、“事实要为政治需要服务”,更把这种倾向推向顶峰 ,公然用他们的

政治宣传取代了一切正常的新闻传播。为了篡党夺权的宣传需要 ,他们践踏一切新闻规律 ,对客观

世界发生的新闻事实任意封锁、歪曲、剪裁 ,甚至无中生有、杜撰虚构 ,极尽“造谣、曲解、吹牛”之能

事 ,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和严重的后果。沉重的历史教训警示我们 ,要使新闻工作不误入歧途 ,必

须在理论上保持足够的清醒 ,必须正确地、科学地认识新闻传播和宣传的关系。正因为此 ,辨正概

念 ,把“新闻宣传”这一并列词组中的两个概念“新闻”和“宣传”区别开来 ,不要任意混淆 ,就大有必

要了。

再说“新闻舆论”,它指说的是新闻传播和舆论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舆论的本意是公众的

意见 ,它属于思想观念的范畴 ,同以信息传播为主要特征的新闻传播也有质的区别。

舆论的存在离不开各种样式 (人际、群体、组织、大众)的传播活动 ,它是在这些传播活动的过程

中形成、凝聚和扩散的。新闻传播和宣传传播对于舆论都有着直接的、强大的影响。新闻传播、特

别是大众媒介的新闻传播对于舆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对新闻的选择、取舍、渲

染、强化 ,为社会舆论设置议题、提供焦点 ;二是通过对新闻的解释、分析、评述 ,来影响公众看法和

舆论走向 ;三是报道萌芽状态的舆论 ,把已经出现或正在形成的公众意见 ,作为新闻来传播 ,从而起

到推波助澜、增温扩散的作用。

新闻传播尽管在影响、引导或改变舆论走向方面有着重大的作用 ,但它本身毕竟不是舆论 ,两

者毕竟不能等同或混淆。否则 ,就会违背新闻传播的特点和规律 ,损害新闻传播的功能 ,让新闻传

播去迎合某种舆论需要 ,特别是迎合某种政治势力的舆论需要 ,具备新闻价值理应报道的不能报

道 ,不具备新闻价值的东西却又拼命渲染鼓噪。其结果只会愚弄公众 ,使公众不能正确了解客观世

界的本来面目 ,不能形成真正正确而健康的舆论。翻开中国和外国的新闻史 ,这样的教训实在并不

少见。所以 ,大众媒介一方面要从国家和社会的大局着眼 ,注意在新闻传播中正确地影响和引导舆

论 ;另一方面又切不可为了特定的舆论目的违背新闻传播的规律 ,故意掩盖事实、封锁新闻 ;故意扭

曲事实、曲报新闻 ;故意夸大事实、渲染新闻 ;甚至故意策划事实、制造新闻。为了制造舆论而去制

造新闻 ,实际上是“事实为政治服务”的荒谬主张的翻版。

总之 ,对于“新闻宣传”、“新闻舆论”这类概念组合 ,应该要有科学的认识、理解和界定 ,切不可

混淆本意 ,偷换概念。如果把指说两个事物的概念组合视为指说一个事物的单一概念 ,把两个不同

的事物视为相同的事物 ,并且积久而成为习见 ,那么 ,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实践上都是十分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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