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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作为西方新闻实践一直信奉的职业信念和操作守则，新闻专业主义以其秉持的“客观”、“真实”新闻观，因

其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理论前提而备受不同力量的消解。文章从媒介、传者、语境和效果四个维度切入，以言语行为论、

哲学解释学、意识形态观、负外部性效应为视角，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了重新认识。在此基础上，认为实践新闻专业主义

的过程，应是一个在事实层面上让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接受广大受众检验，在价值层面上承认新闻报道的立场，并建立一

个多元价值立场对话平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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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闻 专 业 主 义（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ｉｃ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ｓｍ），是

西方自由主义新闻语境下的产物。客观新闻学、新闻

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地位和作用构成了新闻专业

主义的核心 内 容［１］，“传 播 真 实、真 相 或 真 理（ｔｒｕｔｈ）”

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最高理想［２］。新闻专业主义所提倡

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是新闻业“通向‘合法’和‘可

信’的途径，它使客观报道的技巧变成一种信念、一种

标准和一种价值观”［３］。



新闻专业主义所要求的“客观性”以及由此而发展

起来的“客观新闻学”，以风行于１９世纪末的实证主义

和理性主义为前提，认为在人之外，存在一个可供认知

的客观世界。“‘客观性’的视觉象征，是一个３６０度旋

转的人眼———它意味着脱离了任何个人偏见、情感和

观点的观察”［３］，换言之，“客观性”要求记者以一种上

帝式的“全知全能视角”进行新闻采制和报道。
一直以来，无论学界还是业界，都把新闻专业主义

奉为新闻实践的唯一法则，进而大肆提倡要以所谓的

“客观事实”为标准来衡量新闻是否“专业”。然而，新

闻专业主义，究竟具有多少的实践可行性，又具有多少

的理论必要性，是一个一直为人所忽视的问题。本文

即是从传播媒介、传播主体、传播语境以及传播效果四

个维度切入，以言语行为论、哲学解释学、意识形态观

以及负外部效应为视角，试图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可行

性与必要性进行一个再认识，以期树立一个更为科学

可行的新闻专业主义实践观。

一、从言语行为论视角看传播媒介

言语行为论，导源于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意义

用法论”，是指从人的行为来看待语言的意义问题，从

而将言语意义归结为言语行为（ｓｐｅｅｃｈ　ａｃｔｓ）的一种理

论［４］（Ｐ１４６）。该理论认为，“研究语句的意义在原则上和

研究言语行为没有区别，……语言理论是行为理论的

一部分”［５］，简言之，“说话就是做事”。以此为出发点，

约翰·赛尔认为，言语行为同时包含三种不同的子言

语行为：一是言内行为或话语行为，二是言外行为或实

施行为，三是言后行为或取效行为［６］。

可以看出，首先，言语行为论的理论路径已然将重

心从世界本 体 转 向 了 人 自 身，它 更 关 注 人 的 动 机、意

图、行为如何 在 语 言 中 得 以 实 施，而 非 事 实 的 真 实 概

貌［７］。其次，言语行为论以言语所体现的人自身的动

机、行为以及结果等的“恰当与否”取代了言语反映世

界的“真实与否”［８］。再次，基于对“叙述式话语”（报道

事实的陈述，重在是否真实）和“实行式话语”（完成行

为的表述，重在是否恰当）两者的区分，言语行为论以

语言、言语对未来向度、人本向度的“实施”功能取代了

对历史向度、世界向度的“陈述”功能。
语言和言语是新闻实践中不可或缺的传播媒介和

环节，因此，对语言和言语的不同认识，势必会产生对

新闻实践的不同理解。如前所述，言语行为论所重视

的以人自身的动机、行为为中心的动态实践言语行为

观，削弱了言语历史向度的、以真实与否为标准的事实

“陈述”功能，突显了言语未来向度的、以恰当与否为尺

度的行为“实施”功能，将所谓的“先在与真实的世界”
抛之脑后，兴致勃勃地将历史与现在、世界与意图在言

语与行为的动态合一中铺展开来。据此，无论是新闻

报道，还是日常说话，都不仅仅是“说事”，而是“做事”；
新闻报 道 的 旨 归 首 先 在 于“影 响 今 天”而 非“记 录 历

史”；流言、谣 言，也 绝 非 仅 为 说 说 而 已，而 多 在 于“生

事”。在此，新闻报道的“恰当与否”标准冲击着新闻专

业主义的“真实与否”标准，新闻报道的行为“实施”功

能冲击着事实“陈述”功能。
其实，言论行为论所体现出来的语言未来向度的

动态实践观 与 现 实 建 构 功 能，早 在 柏 拉 图 的“洞 穴 隐

喻”、李普曼的“拟态环境”中就可以看到踪迹。而后来

学者盖伊·塔 奇 曼 在 其《做 新 闻》中，通 过“自 反 性”
（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ｉｔｙ）与“索 引 性”（ｉｎｄｅｘｉｃａｌｉｔｙ，又 译 为“指 称

性”）两个概念，阐明了新闻如何建构现实，而非仅仅描

述现实。她认为，自反性是指新闻生产本身离不开组

织内部的不 断 协 商，使 新 闻 生 产 充 满 了 组 织 的 语 境。
索引性是指借助于组织语境所进行的生产，通过对新

闻报道意义客观化，反过来又提示证明组织及其程序

的正当性与合理性［９］（Ｐ１０）。不仅如此，让·鲍德里亚的

“模拟”与“仿真”两个概念中，我们更是可以看到这种

语言所建构出的“超现实”的极致图景。
综上，从言语行为论的视角来看，新闻传播的媒介

不是静态的对历史过往的事实进行陈述的一套工具，
它更多还携带着一种影响未来的可能，实施行为的可

能。以此来看，新闻往往不只是在报道现实，更可能是

在事实基础上的重新建构。

二、从哲学解释学视角看传播主体

在海德格尔之前，以卡尔纳普、施莱尔马赫、狄尔

泰等为代表的西方解释学，秉承的是在逻辑实证主义

和科学理性主义的哲学框架内，通过“体验”和“理解”，
以期无限趋近文本原意的客观解释学传统。该解释学

传统认为，语言落后于发现和认知，仅充当着解释中性

的、超然的、客观的工具。然而，由于其割裂了理解问

题与语言问题，忽视了解释主体的语言性、历史性和社

会性存在，而为后人所诟病，并直接导致了解释学向哲

学解释学的转向。
哲学解释学，是以海德格尔为开端、以伽达默尔为

集大成者。海德格尔在其《存在与时间》一书中，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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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明了理解不是人对世界的认识方法，而是人在世界

的存在方式；理解的目的不是寻求外在于己的知识，而
是把握内在于人的世界。因此，“海德格尔认为，理解

不可能是纯然客观的，不可能具有所谓的客观有效性，
理解不仅是主观的，理解本身还受制于决定它的所谓

‘前理解’。一切解释都必须产生于一种先在的理解，
解释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一种新的理解，这种新的理解

可作为进一 步 解 释 的 基 础”［１０］。换 言 之，任 何 理 解 都

将受限于解释者生存的时间性和历史性，解释必将不

能脱离解释者的生存处境达到一种纯然的客观，必将

受制于其“前理解”。伽达默尔受海德格尔关于理解的

主体性与历史性两点的启发，创立了现代哲学解释学，
对这两大原则进行了系统论述和阐释，并提出了“视域

融合”（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ｖｅｒｓｃｈｍｅｌｚｕｎｇ）理论。他认为，所谓理

解，就是“理解者的视界与文本的视界相互交融，从而

超越各自原有的视界而达到新的视界”，是“解释者的

历史环境乃至全部客观的历史进程共同决定的”、“不

断生成、不 断 流 动、不 断 更 新 的 过 程”［４］（Ｐ１９３）。在 视 域

融合中，“过去和现在、客体和主体、自我和他者的界限

统统 被 打 破，彼 此 形 成 统 一 的 整 体”［４］（Ｐ２０４）。不 仅 如

此，“偏见”和“误解”还被他赋予了与传统解释学所不

同的积极意义：“我们存在的历史性包含着从词义上所

说的偏见，为我们整个经验的能力构造了最初的方向

性。偏见就是 我 们 对 世 界 开 放 的 倾 向 性。”［１１］由 此 观

之，比之于客观解释学，向哲学解释学的转向过程是推

翻方法论走向本体论、推翻客观论走向主体论、增加解

释主体的历史性，以及对“偏见或误解”的态度从消极

观转向积极观的过程。
具体到新闻生产实践中，这种本体论哲学阐释学

的思维和观念，直接冲击着以客观、真实为生命的新闻

专业主义理念。因为，当作为新闻文本生产者的新闻

记者，面对一个作为新闻源文本的新闻事件时，他（她）
必须先对新闻事件进行认识和解释。而他（她）对新闻

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必将大大受限于自身不可逃离的

社会性、历史 性 和 语 言 性，受 限 于 自 身 所 处 的 生 存 环

境，受限于个人先在的理解———“前理解”。依照伽达

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来说，当作为理解者的新闻记

者与作为文本的新闻事件相遇时，新闻记者由其成见

所决定的视域与文本自己的视域之间的差异，使得两

者之间会出现一种紧张关系，进而促使新闻记者力图

去区别和筹 划 一 个 不 同 于 他（她）的 视 域 的 文 本 的 视

域。当他（她）这么做时，他（她）把自己的视域融入他

（她）所获得的文本的视域，同时也把所获得的文本的

视域融入到他（她）自己的视域中了。因此，作为新闻

生产产物的新闻作品，实则是新闻记者自身视域与文

本视域相融合的产物，它不仅有新闻事件的视域，同时

也大量承载着体现新闻记者个人的时间性、历史性、社
会性和语言性的记者视域。

关于新闻记者如何加工新闻源文本的具体步骤，
托伊恩·Ａ·梵·迪克有过比较系统的阐述。首先是

最复杂源文本进行某一片断而非其他片段的选择；其

次是复制已被选择好的信息文字，或者是通过删除、归
纳、组构的方式进行概述，以将冗长的文本压缩成简洁

的报道并确定其中最重要的信息；然后是各种形式（包
括删除、补充、置换、替换等方法）的局部改写，以将微

观结构改写成宏观结构；最后是进行风格和修辞的再

表述，如使用隐喻、夸张、比较和暗示等修辞手段更生

动地进 行 报 道［１２］（Ｐ１１８－１２３）。而 在 此 过 程 中，如 何 选 择、

如何概述、如何改写以及如何再表述，都受制于新闻传

者个人对新闻源文本的主观理解。
由此观之，如同认知心理学的“选择性接触—选择

性理解—选择性记忆”理论可以适用于新闻受众的新

闻接受行为一样，选择性理论也同样适用于新闻传者

在面对由大 千 世 界 所 构 成 的 新 闻 源 文 本 时 的 认 知 过

程。毋庸置疑，在这种种“选择性”行为的背后，“主体

阐释”不可避免。

三、从意识形态实践视角看传播语境

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不是一个阶级强加于

其他阶级的一整套思想，而是一种持续的无所不在的

且所有阶级都自觉参与其中的实践过程。比之于马克

思的与外部社会经济密切联系的意识形态观，阿尔都

塞的意识形态观是一种脱离社会经济因果关系的意识

形态 观，它“更 加 有 效，因 为 其 运 作 来 自 内 部 而 非 外

部———深深地植根于所有阶级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式

之中”［１３］（Ｐ１４５）。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受阿尔都塞意识形

态观的影响，“西方话语研究大致出现三个走向：一是

拜肖等人的意识形态话语分析，二是以福柯为首的知

识与权 力 研 究，三 是 布 迪 埃 的 语 言 行 为 实 践 论”［１４］。

但无论何种走向，都共同指向一个核心论点：语言、文

本并非自在自为的、非社会非历史的、中性客观的，而

是与语言系统的社会历史、意识形态、政治权力等因素

密切关联。换言之，语言文本背后的语义差异不是来

自符号的差异，而是来自那个导致语境千差万别的社

会本身。阿尔都塞所言的这种无所不在的人们自觉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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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的意识形态实践过程，使得那些本是人生于其中、长
于其中、感受于其中的外在语境深刻地嵌入到了生存

于其中的人的话语、思维方式中，构成了人接受信息、
处理信息的内在框架、方法与视角，换言之，外在要求

被内化成了人的自觉实践。
在新闻传播活动过程中，外在的要求常常也被内

化为了自觉实践。塔奇曼在其著名的《做新闻》中，论

述了新闻机构设置的空间网络化与时间类型化是如何

影响新闻传媒机构自觉“做新闻”的：“无论哪一家新闻

媒体，无一例外都是以‘网’的形式展开：对外，它是以

地域为界，以中心城市为锚地，按照不同地区的情况，
确定编辑部的部门划分和人力调配（如条线记者、驻外

记者、通讯员 等）；对 内，各 地 分 支 机 构 和 内 部 不 同 部

门，等级分 明、边 界 有 定、分 工 把 守、各 司 其 职”［９］（Ｐ３），
在“做”新闻时，工作便利性而非对象特殊性，往往成为

影响新闻媒体实践的一个首要因素。而在如何对新闻

进行选择与评价过程中，梵·迪克揭示了那些作为“专
业人员共同认定以及新闻媒体面对的公众间接认同的

有关时间和话语是否值得报道的观念”、“对新闻信息

作出选择、关注、理解、再现、回顾以及一般性运用等决

定的认知基础”的新闻价值，是如何“通过媒体反映了

社 会 话 语 再 制 作 中 的 经 济、政 治 和 意 识 形 态 的 价 值

观”［１２］（Ｐ１２５）。他说，为 了 达 到 所 谓 的 权 威、可 信，新 闻

机构会更倾向于选择体制内的消息来源，而这种行为

本身即是对社会秩序、价值及现状合法性的再一次确

认。新闻价值中的“重要性”、“显著性”标准，又决定了

在选择新闻时，新闻从业人员会更倾向于选择那些知

名度更高、影响力更大的对象，进而使得媒体议程不可

避免地会受政府议程、财团议程、明星议程的影响。由

于新闻版面空间与播放时长的限制，把关行为无法避

免，信息筛选与过滤无法避免，进而立场与偏向无法避

免，正如拉扎斯菲尔德所言：“新闻记者是严重受到新

闻编排版式和惯例、组织结构、意识形态以及专业规则

和价值的约束，以至于他们选择强调什么问题，甚至在

某些情 况 下 如 何 对 受 众 呈 现 这 些 问 题 没 有 多 大 自

由”［１５］。
综上，从传播语境这一维度来看，由于新闻报道者

会对外在要求进行自觉内化，所以企图完全摆脱传播

语境的限制，以“上帝式”的全知全能视角来报道新闻

的新闻专业主义的实现是相对的。

四、从负外部效应视角看传播效果

作为经济学领域的一个专业术 语，“外 部 性”（ｅｘ－

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ｙ）是指一个组织在进行某项活动时，不仅会产

生活动所预期的效果，而且也会对组织之外的人或社

会产生影响。经济学家马歇尔和庇古在２０世纪初最

早提出这个概念，用以解释“一个经济主体（生产者或

消费者）在自己的活动中对旁观者的福利产生了一种

有利影响或不利影响，这种有利影响带来的利益（或者

说收益）或不利影响带来的损失（或者说成本），都不是

生产者或消费者本人所获得或承担的，而是一种经济

力量对 另 一 种 经 济 力 量‘非 市 场’的 附 带 影 响”的 情

况［１５］。其中，带来有 利 影 响 的 被 称 为 正 外 部 性（ｐｏｓｉ－
ｔｉｖ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ｙ），带 来 不 利 影 响 的 被 称 为 负 外 部 性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ｙ），如教育、环保、卫生等。做好了

有正外部性，做不好则有负外部性。
虽说是诞生于经济学领域，但其理论却适用于任

何与人相关的活动，包括新闻实践活动。新闻专业主

义，作为一种新闻学和新闻业奉行的职业准则，客观、
准确、真实、中立，……只是为了更好地减少新闻实践

活动对他人 和 社 会 的 负 效 应，也 包 括 负 外 部 性 效 应。
尽管在多数时候，我们的确认可这种尽可能专业的做

法，然而在另外一些时候，所谓的客观、公正、真实却不

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种“负外部性效应”，近年来频发的

多起恶性校园暴力案件的媒体报道可堪称这方面的典

型案例。
关于此类案件的媒体报道，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

类似“陕西幼儿园砍杀案：嫌犯系因患多种疾病心生报

复”（《中国青年报》，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４日）、“福建南平８
名学生被砍死凶手称生活遇挫是动机”（中国新闻网，

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３日）这样的标题，还是“据犯罪嫌疑 人

供认，作案动 机 为 周 边 的 人 看 不 起 他，认 为 他 有 桃 花

病；婚姻不顺，女友迟迟不与其结婚；辞职之后，另谋新

职不成，觉得活着没意思……”［１６］、“惨案频发，突出表

现了犯罪分子的反社会心理。这些嫌疑人的共同点是

对社会抱有极端不满，这种不满累积在心里，当正常的

诉求渠道不通畅，矛盾尖锐化、无法消解时，他们就破

罐子破摔了。但他们又没有向强者挑衅的胆量，所以

孤注一掷，对 毫 无 还 手 之 力 的 学 生 下 手”［１７］。这 样 的

当事人和专家说法引述，无一不堪称为媒体以新闻专

业主义所谓的客观、真实、准确标准来呈现事件的事态

或原因。
然而，所谓的“专业主义手法”，却使媒体在不经意

间将问题指向原因根源的同时，也为这种布满仇恨、血
腥和暴力的行为找寻了一个所谓“名正言顺”的借口：
以道义的名义，宣传所谓的弱者的反抗。这一方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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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一种行 凶 者 是 反 抗 不 公 的 英 雄 形 象 的 暗 示 和 误

导，另一方面也给那些潜在犯罪群体提供恶劣犯罪的

可能借口。而这种暗示与误导，最终却是以广大社会

民众的安全为代价的。换言之，这种所谓的客观、真实

报道事件的做法，在可预期地帮助社会受众触及事件

深层动因的同时，也对社会公众产生了超出预期的负

面影响，即产生了“负外部性”效应。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传统理解的新闻专业主义就

突显了其理论困境：到底什么是“专业”；在具体新闻实

践中，是“专业”至上，还是伦理至上；新闻专业主义所

追求的客观、真实、中立、公正的评判准则、评判人、评

判界限又在哪里等一系列问题，都使我们不得不重新

理解新闻专业主义。

五、结　语

纵观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形成历程，其本身是一

个新闻传媒实践不断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种力量中

寻求平衡的艰难历程。新闻专业主义，它倡导客观、真
实地报道新闻，要求新闻传播者以完全局外人的身份，
甘做一只“墙头的苍蝇”，以上帝的全知全能视角进行

报道。然而，无论从言语行为论视角看其传播媒介、从
哲学阐释学视角看其传播主体，还是从意识形态实践

视角看其传播语境、从负外部性效应视角来看其传播

效果，我们都不能不发现，传统理解的新闻专业主义的

实现是相对的。
与此同时，在当今新媒体技术语境下，“多对多”的

自媒体传播、“人 人 都 是 记 者”的 传 播 格 局 下，纯 粹 以

“客观真实”为标准的新闻专业主义，会使公民新闻陷

入“新闻不够客观”、“信息不够可信”等职业陷阱；在全

球化的社会语境中，无论是硬件设备还是软件实力，无
论数量还是影响上，发展中国家的新闻传媒资源都不

如发达国家，因此，如果简单以新闻专业主义的“客观

真实”为标准，那势必会将发达国家单一主导的、广大

发展中国家被迫接受的一元真实等同于广泛意义上的

新闻真实；再者，在和谐社会的本土语境下，我们也不

能简单以新闻专业主义的“客观真实”来衡量新闻信息

的价值，因为，如同流言、谣言、舆论等，不管是否真实，
都代表着一种利益诉求与情绪宣泄。因此，不能不说，
仅以“客观真实”为标准的新闻专业主义，其必要性还

有待商榷。

综上，本文认为，实践新闻专业主义的过程，应该

是在承认传播者、传播语言、传播语境的历史性、社会

性、意识形态性的前提下，秉持公开与公正的态度，一

方面让新闻报道的真实性能接受广大受众的检验；另

一方面承认新闻报道的价值立场，并努力建立一个多

元价值立场的对话平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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