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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收受主体视野中的新闻真实
*

■ 杨保军

【内容摘要】 以往关于新闻真实的讨论，主要有两个角度: 一是从新闻现象或新闻活动整体出发，

将“新闻真实”看作“真实”系统中的一类，讨论新闻真实的特点; 二是从新闻传播主体角度出发，

重点讨论“报道真实”的特征与报道真实的实现。但新闻真实能否实现的归宿却在于新闻收受主体，

因而，从新闻收受主体出发分析、理解新闻真实，对于整个新闻活动至关重要。在新闻收受主体 ( 受

众) 视野中，新闻真实的特征不同于传播主体视野中的特征，其突出表现是: 从收受主体角度看，新

闻真实是符号性真实、想象性真实、推理性真实、信任性真实，具有强烈的主体想象、推理特点和主

体塑造或建构色彩。这些特征对新闻传播主体如何展开新闻报道活动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新闻收受主体; 新闻真实; 信任真实; 相信真实; 信念真实

以往关于新闻真实的讨论，主要有两个角度: 一

是从新闻现象或新闻活动整体出发，将新闻真实看作

“真实”的一类，讨论新闻真实的特点; 二是从新闻

传播主体角度出发，重点讨论报道真实的特征与报道

真实的实现①。但新闻活动的基本矛盾是 “新闻传收

矛盾”②，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新闻真实实现的归宿在

于新闻收受主体，即只有新闻收受主体认为新闻是真

实的，相信新闻是真实的，新闻才有可能产生作为真

实新闻的效应。但是，人们不难看到，在今天这种

“新闻最多的时代”“也是新闻最差的时代”③，缺少

的不是公众对新闻的怀疑和批判，而恰恰是社会公众

对新闻的理性相信，对新闻传播主体特别是职业新闻

传播主体的信任。因而，从新闻收受主体视野分析，

理解新闻真实，对于整个新闻活动至关重要，对于新

闻传播主体具有更大的启示意义。

一、新闻真实是符号性真实

对于新闻收受主体来说，呈现在面前的是新闻报

道，是由各种新闻符号系统、新闻语言编码而成的新

闻文本，因而新闻真实直接表现为符号性真实 ( 符号

真实) 。
新闻文本是传播主体对新闻事实符号中介化后的

结果。在符号中介化的过程中，新闻传播主体自然会

根据自己的新闻观念和新闻方式④对所获得的事实信

息进行选择和过滤。再现、塑造、建构新闻文本的主

体，可能是职业新闻传播主体，也可能是非职业新闻

传播主体，还可能是多元新闻传播主体协同创制的。
在当今新兴媒介生态结构中，已经生成了常态的多元

的可展开大众化新闻传播的主体结构———职业新闻传

播主体、民众个体和脱媒主体⑤，因而，对于新闻收

受主体来说，更多时候面对的是多元传播主体创制的

新闻文本。
新闻收受主体看到的不是直接感性的新闻事实或

新闻事件，他们是 “不在场”的主体，因而，他们

面对的不是事实的真实景象，而是事实的符号化呈

现，即使是电视新闻或其他形式的现场直播，新闻观

众看到的仍然是新闻现场的符号化呈现，并不就是直

接的感性事实; 即使用最新的技术手段，诸如 AＲ /
VＲ 或新闻游戏手段呈现的新闻事实、事件，再形象

生动，再全面逼真，也是符号化呈现，并不就是直接

的感性事实、事件形象。何况，由各种最新技术手段

呈现的新闻，其真实性未必比传统新闻报道手段更令

人信服。但这属于另外的问题，不在此处讨论。⑥

新闻收受主体相对新闻事实、事件的不在场性，

从根本上决定了收受主体面对的新闻真实 ( 事实真

实) 只能是“符号真实”，本质上只能通过解释学的

方式去认识、解读、理解、把握新闻事实的面目，即

新闻真实在收受主体那里属于 “理解真实”⑦。而符

号呈现的天然主观性、间接性，使得收受主体试图把

握到的新闻真实性，只能在与新闻文本的对话中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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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质是只能在与传播主体的对话中实现。当然，

在新闻传播主体的背后，还 “深藏”有 “新闻源主

体、控制主体和影响主体”，这就意味着，新闻收受

主体在收受新闻过程中，也在某种程度上与这些主体

在对话、在交流，这些主体在相关新闻活动中的表现

同样会 在 不 同 程 度 上 影 响 收 受 主 体 得 到 的 新 闻 真

实。⑧至于传播主体的符号呈现是否真正反映了新闻

事实、事件的真相面目，收受主体在认识论意义上其

实是无法判断的，最终依赖的可能是对传播主体道德

上的信任。这就决定了收受主体视野中新闻真实的以

下几个特点。

二、新闻真实是想象性真实

对于客观存在的新闻事实、新闻事件来说，新闻

文本呈现出的是符号性真实，而新闻收受主体要通过

文本符号理解新闻事实、事件的真实面目，主要依赖

两种方式: 想象和推理。这两种方式也决定了新闻真

实在收受主体视野中的两大具体特征。这里，我们首

先来看由“想象”方式决定的想象性真实。
新闻事实是客观、具体的存在，而非抽象的存

在，是由各种事实要素、事实部分、事实环节或事项

构成的整体⑨，因而由新闻文本反映、呈现的新闻事

实是可想象的。也就是说，收受主体依赖形象思维、
通过文本中介，可以想象出新闻事实的基本面目 ( 事

态构成或时空变化) 。从这一意义上说，新闻真实在

新闻收受主体那里，就是想象性真实 ( 想象真实) 。
进一步说，新闻文本的典型特征是对事实的报

道，即是对新闻事实的反映和呈现，其典型方式是写

真式的客观描写和陈述，对于传统的图像类新闻来

说，更是直接的图像或音视频呈现; 而在新兴媒介环

境中，由各种技术支撑的大数据新闻、传感器新闻、
临 场 化 新 闻 ( 包 括 网 络 视 频 新 闻、VＲ /AＲ 新 闻、
VＲ /AＲ 直播) ⑩、 “新闻游戏”瑏瑡等，更是以接近新闻

事实感性面目的方式呈现事实，更利于收受主体通过

文本对新闻事实客观面目的想象。
再深入、细致一些看，描写、陈述或再现、展示

新闻事实的各种可能符号系统 ( 可以统称为 “新闻

语言”) ，按照一定的符号逻辑，通过不同媒介形态

或媒介形态的整合 ( 融合) 方式，呈现了新闻事实

的发生、展开过程以及结果状态。这样的新闻文本为

收受主体提供了想象的文本蓝图、线索和指示，凭借

它们，收 受 主 体 可 以 想 象、还 原 客 观 事 实 的 面 目。
“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不能将符号还原成图

像或形象，或找出同义关系，则说明不能理解其符

号”瑏瑢。这意味着，新闻收受主体，只有能够通过文

本符号想象新闻事实的形象，才能说其能够认识到新

闻事实的真实面目。
想象的展开，依赖的当然不只是收受主体面对的

新闻文本，它只是想象的客观依据。作为新闻收受主

体对新闻的想象，必须依赖自身的想象能力，依赖自

身过往的知识积累以及积淀的各种认知经验、生活体

验等。新闻事实的最终面目，是在这几种因素相互作

用下呈现在收受主体大脑中的。由此也可以推断，通

过想象把握到的新闻事实具有强烈的主体差异性。不

同收受主体间的各种差异性，必然导致他们对同一新

闻的想象结果是不一样的。

三、新闻真实是推理性真实

不管何种媒介形态、何种新闻符号系统建构的新

闻文本，都会以文本叙述构成的逻辑呈现客观事实、
事件的客观逻辑。也就是说，在新闻事实与新闻文本

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客观逻辑与主观逻辑的对应、
匹配关系。这就意味着，新闻收受主体可以通过新闻

文本逻辑去分析、推理、推测新闻事实、新闻事件的

可能面目。收受主体通过理性 “推理”得到的新闻

真实，可以称之为推理性真实 ( 推理真实) 。
新闻文本提供的信息，并非都是可以通过想象把

握的信息。文本中的有些信息不是形象的，而是比较

抽象的，只能依赖必要的逻辑分析、推理才能理解。
比如，新闻文本中那些相对概括、抽象的事实陈述

( 如数字、概括性的事实等) ，更不要说隐含在事实

叙述中的各种可能关系，都需要收受主体通过理性的

分析、推理才能理解和把握。
如果从对新闻文本的整体理解出发，则可以说，

收受主体只有依赖自身的理性分析能力，通过必要的

逻辑分析、逻辑推理才能真正理解新闻文本。传播主

体针对新闻事实创制的新闻文本，有其整体的叙事结

构、叙事角度、叙事逻辑，这些东西不是可以通过单

纯的想象能够理解的，还得依靠一定的理论逻辑，形

成一定的推理才能把握。至于传播主体 ( 包括传播个

体、组织主体或群体) 有意或无意隐含在新闻文本中

的非“事态信息”，如“情态信息、意态信息”以及

各种可能的“语境信息”等瑏瑣，更是需要收受主体做

出理性的分析推断，才能得到较为准确的理解。
需要说明的是，收受主体理解把握新闻的过程，

其实是想象和推理并用的过程，想象与推理是同一和

统一的过程。收受主体通过想象、猜测、推理等方式

方法，将记述、再现 ( 包含塑造、建构) 新闻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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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新闻符号 ( 语言) 或新闻文本，还原成清晰

或模糊的事实状态或变动形象与逻辑，从而达到了对

新闻事实的基本把握。我们之所以在收受主体视野

中，将 新 闻 真 实 区 分 为 “想 象 真 实”和 “推 理 真

实”，是因为在客观上，收受主体对有些新闻的理解

把握，更有赖于想象，如 “事件性新闻”，而对另一

些新闻的理解把握，更有赖于分析推理，如“非事件

性新闻”。何况，不同媒介形态因为技术和主导性符

号系统的差别，对收受主体理解把握新闻也造成了一

定的“偏向性”能力诉求。比如，一般说来，对以

文字、声音符号为主的新闻文本的理解，需要更强的

想象能力，对图像符号来说，则免去或减少了理解过

程的想象运用。

四、新闻真实是信任的真实

收受主体视野中新闻真实的上述三种特征———符

号真实、想象真实、推理真实，实质上已经决定了对

于新闻收受主体来说，新闻真实不是直接的事实真

实、感性真实，而是间接的真实、中介化真实。因

而，新闻真实在收受主体的认知中、情感中只能是相

信的真实; 即新闻真实不过是 “我” ( 收受者) 相信

的真实、信任的真实，如果 “我”不信，新闻真实

对“我”也就实质性地不存在了。
因此，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新闻真实，在收受

主体视野中，就是一种相信的真实 ( 相信真实) 、信

任的真实 ( 信任真实) 。由于这种相信本质上是基于

对新闻媒体的信任，或者是对相关新闻报道者的信

任，因而这种“相信的真实”也可以说成是 “信任

的真实 ( 信任真实) ”; 进一步说，由于信任是基于

信任者自身对相关报道主体相信的 “信念”，这种真

实也可以称之为“信念的真实 ( 信念真实) ”。
“相信真实”或“信任真实”是个极其复杂的问

题，它不再是纯粹的认识论问题，不再是简单的新闻

收受活动中的 “主体 ( 收受主体) —客体 ( 新闻文

本) ”间的关系问题，而是转换成了新闻活动中最基

本、最重要的一对 “双重主体”关系，即传播主体

与收受主体的关系。“一种陈述状态的真实性是要看

它的对象，真实效果不是通过客体，而是通过信息传

播过程 的 传 播 者 和 接 受 者 双 方 之 间 的 关 系 来 完 成

的”瑏瑤。相信或信任，包含着更多的心理、情感、信

念因素，本质上属于价值、伦理、道德问题。“双重

主体”之间的信任机制到底如何，属于专门的问题，

需要另文展开探究。
但是，不管具体的信任机制如何，作为“信任真

实”的新闻真实，无论在什么样类型的新闻活动中

( 职业的或非职业的) ，毫无疑问，需要传播主体和

收受主体这对 “双重主体”建 立 基 本 的 信 任 关 系。
如果他们之间建立不起基本的信任关系、主体间关

系，新闻传播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这也正是当前在

我国职业新闻传播其实也是世界各国职业新闻传播中

面临的一大困境，新闻媒体要赢得社会公众的信任似

乎变得越来越难。

五、余论

本文认为，在新闻收受主体视野中，新闻真实的

特征不同于传播主体视野中的特征，其突出表现是:

从收受主体角度看，新闻真实是符号性真实、想象性

真实、推理性真实、信念性真实，具有强烈的主体想

象或推理色彩。这些特征对新闻传播主体如何展开新

闻报道活动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
任何新闻传播主体只有赢得收受主体的信任，其新

闻报道的真实性才能得以真正实现，“真实是相信的基

础，但只有人们愿意相信真实新闻是真实的，它在人们

心目中才能成为真实的新闻。”瑏瑥其实，马克思早就讲透

了其中的道理， “民众的承认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

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无可挽救地陷入绝境。”瑏瑦

新闻真实的本质是事实性真实，新闻本身的真实

与否并不依赖于任何人的相信与否，但新闻收受主体

如果不相信真实新闻，真实新闻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呢。“除非某人相信某个事情是如此这般，否则它不

可能认识这个事情是如此这般”瑏瑧。因而，如何取得

新闻收受主体的信任才是新闻传播的关键问题。塑造

具有公信力的形象，是所有新闻媒体、新闻传播者永

恒的追求。
要赢得收受主体的信任，自然需要多种条件，诸

如新闻观念的正确科学、新闻制度的合理公正以及具

体新闻传播原则和报道方法的规范可行，等等。但从

新闻真实论的角度看，唯有一贯坚持新闻本位，坚持

真实报道新闻、真实报道那些应该报道的新闻，才是

人们“信以为真”的核心。
这看上去是一个奇妙的循环: 相信真实需要报道

真实，实现报道真实需要信任真实来保证。但其实是

一条简单的直线: 一贯真实报道对社会公众利益真正

有意义、有价值的新闻事实、新闻事件，就能在日积

月累中赢得人们的信赖，人们就会相信报道的真实，

从而使相信真实成为日常的状态、成为基本的信念，

就能够建立起传播主体与收受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与

信任关系。

杨保军: 论收受主体视野中的新闻真实 新闻学与传播学



28 现代传播 2017 年第 8 期 ( 总第 253 期)

注释:

① 在这两种视野中，我们通常是在新闻认识论的意义上、按照真理论的符合论来理解新闻真实的，我们将新闻真实的特征描述为: 事实

性真实、过程性真实、有限度的真实、及时而公开的真实。关于新闻真实的一般分析与论述，可参阅杨保军:《新闻真实论》，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在新兴媒介环境下，新闻真实也显示出一些新的特征，可参阅杨保军:《新媒介环境下新闻真实论视野中的几

个新问题》，《新闻记者》，2014 年第 10 期; 杨保军:《论新媒介环境中新闻报道真实的实现》，《编辑之友》，2017 年第 4 期。
② 从新闻主体论的角度看，新闻活动是在不同类型的主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下共同展开的，但在众多可能的主体关系中，新闻传播主

体与收受主体之间的关系，既是最为稳定的关系、始终存在的关系，又是整个新闻互动系统中最基本的核心关系。参阅杨保军: 《新

闻主体论》第三章第二节“传收关系是新闻活动的核心关系”，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6 年版。
③ 陈力丹:《树立全民“新闻素养”理念》( 推荐者序) ，载［美］比尔·科瓦奇、汤姆·罗森蒂尔: 《真相: 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

么》，陆嘉怡、孙志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 页。
④ 这只是个简化的说法，事实上，构成传播主体的各种主体因素以及传播主体所在环境中的各种要素，都有可能影响其新闻生产与传

播，即影响其对新闻文本的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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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受对象———新闻文本”中的相关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瑏瑤 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84 页。
瑏瑥 杨保军:《新闻真实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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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瑧 参阅陈嘉明:《知识与确证———当代知识论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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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媒体空间的影像伦理底线和公共空间的影

像伦理底线区别在哪里? 这种在理论上尚未得到澄清

的局面，加剧了当代视觉文化实践规制的难度。从纯

粹的理论视角，或许我们可以说，视觉文化的空间边界

就是视觉技术的边界和生活的边界，如果这些边界存

在的话。但根据上述分析，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移动

互联时代，仍然有些空间是视觉文化实践无法达到或

者不被允许触碰的。只是，在当代视觉文化实践中，哪

些责任和义务是我们必须承担的，哪些行为是我们必

须避免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亟需学界和业

界进一步探索、研究和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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