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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权力”到“权利”：中国新闻职业精神考察与分析》的核心内容是针对中国新闻职业精神问题
进行讨论。新闻传媒机构不是党政机关，也不是它的从属部门。新闻工作只是一种普通的职业，有属
于它自己的职业精神与职业规范。新闻工作者的权利，只能是公民获知信息权利的延伸，而不是国家
机构行政权力或司法权力的延伸。《从“权力”到“权利”：中国新闻职业精神考察与分析》进而分
析了中国新闻职业精神目前存在的问题，可归纳为四大类：不正当的权钱交易、不适宜的越权行事、
不合理的虚假新闻和无人性的媒体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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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样的著述理应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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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先说点题外话，我个人感觉这本书还是很经典的人大风格，长于思辨，紧扣关键词，逻辑周延，
对问题的把握比较准确和直接，语言灵活不刻板，夹叙夹议的讲课风，等等。另一方面我认为该书的
问题也在于这种风格。总的说来，这样的著作提示并阐明了一个非常根本和重要的问题，但是还不够
规范，中国化学术的感觉强烈，没有分析对象的范畴，没有任何抽样的概念，没有分析架构，经验材
料不足，等等。应该说，这么重要的问题，应该值得在不断提高中一书再书。这里所谓非常根本和重
要的问题即是如题所示，新闻究竟意味着什么？本科学习是一个人初步踏入专业领域的阶段，回想起
来，当时的整体印象是，新闻是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学习的是如何更好的写好新闻，如何更好的
理解新闻。这样的认识当然我不认为是错误的，但因为过于接地气，便有种困于实操层面的感觉。仿
佛当我们学习和理解这一社会现象之时，它就已经天然的存在了。这样进入“新闻”的方式，就难以
理解新闻如何被建构出来，并且新闻在其他层面上是如何被控制和流通的。于是，后来我越来越从结
构功能主义和建构论的角度去理解“新闻”。当然，这两种视角本身有诸多矛盾和冲突，但实际上也
是不妨碍我们去更好理解“新闻”这一社会现象的。本书作者王亦高提出的进入视角与以上三种都不
一样，他指出新闻不过是一种“职业”，正如医生、护士、律师、教师一般。也唯有此，我们才能避
免落入新闻是权力机关的附属产物这种典型的认识陷阱里。不得不说，这样的视点的确是很有启示，
也非常有现实针对性。但通读全书，难免又会有点沮丧！因为“新闻”这个职业的主要内容，真真只
是负责呈现有人性的客观事实而已。不管自由而真实的口号有多么动人，在日常的职业生涯中，新闻
职业人所要做的真的就是不加情绪的简单呈现事实。还有比这更让人觉得无奈的吗？当然作者也在文
中举出例子批判这种不合适的情绪和沮丧感。但无论怎么说，这样的理论划分下，新闻职业，至少，
真的不那么有吸引力。问题的关键我认为可能还要回到作者的引题中来，从“权力”到“权利”。作
者的苦心是有目共睹的，他将我们过去认为新闻是附属产物的看法视作是权力视角在作祟，而只有真
正让新闻职业人和公众真正具有权利意识，我们才能真正进入新闻职业精神的有效讨论中来。这样的
论证我是非常赞同的。然而我想这样的逻辑顺序并非不可调整，从“权利”到“权力”又意味着什么
呢？至少，意味着我们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不同的代入感。从权力到权利，我们代入是一种记者的
身份，或者新闻相关从业人的身份。而从权利到权力，我们也可能代入的是新闻学研究者的身份。首
先，要声明的是这样代入是见仁见智的，不是所有人看到从权力到权利都会认为是脱离了往常错误的
认识论，也并非所有人看到从权利到权力都会存有研究者的意识。其次，一项优秀的研究，究竟是要
进入研究所指涉的社会群体中去，还是要保持研究者的独立身份？这一问题饶有趣味，恐怕又和研究
范式和旨趣有关了，故不赘述。詹姆斯凯瑞多次撰文指出，不要把“新闻”与传媒，广告，公关什么
的混为一谈，新闻是独立的领域，它永远是和民主相关！国内学者对其的讨论也是较为丰富的。总而
言之，新闻应该具有一种不能被泛化的品格。我想这是王亦高的逻辑起点甚为高明的地方，从词语辨
析中去解剖“新闻职业精神”，正是与凯瑞的澄清意识不谋而合。但是如果我们把落点放在“权利”
上，正如本书的分析，真的有可能得出一种新闻职业也就是这样的平平淡淡轻轻松松的感觉。话分两
头，当然我能猜到会有很多人不赞同平淡轻松的评论。但这点恐怕我还是要坚持，如果“新闻”这一
职业的理想和诉求太局限和太保守，恐怕在情感伦理上它就永远无法和律师、教师、护士等相提并论
。如果逻辑的落点在“权力”上，其中的问题本书已经痛陈清楚了。但如果我们从一个批判的视角进
入“权力”的逻辑呢？这不仅意味着把新闻这种职业看作一个整体，也意味着新闻在学科层面的价值
被逐渐提升到哲学高度。新闻，诚然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社会构成，和法律系统、医疗系统、教育
系统别无二致。当然了，新闻职业人和新闻受众是多半不会这么想问题的，而且所谓批判的可能性和
可行性也是需要打个问号的。但这不正表明，这样的研究起点和落点是更为重要的吗？最后还是说点
题外话， 王亦高博士师从陈力丹，博士后师从于丹。从人大跑到北师大。愚钝如我，真是难以理解作
者的心理活动。作为博士后的出站作品，这本书恐怕在规范上还需要做得更多。目前是提出的问题很
好，思辨过程也很精湛，但结论略显平凡，而由结论生发出来的理论想象，更是寥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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