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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的良知》

前言

　　如果向进入新闻界的新人传授公正、独立、准确、服务等原则，没有专业经验的人会毫不迟疑地
接受它们。但这些美德过于抽象，以至于几乎没有意义。当这位新人碰到他的第一个具体问题，诸如
禁发新闻、或差错更正、或刊登关于反社会行为的新闻、或是公平对待反对派、或给新闻抹上社论色
彩、或利用选择和强调歪曲新闻——当他面对这些实际问题，而不是理论时，他过去知道的那些抽象
原则就显得有点孩子般地天真了。在抽象原则里看来简单的东西，现在变得复杂了，容易的东西变困
难了。他应该怎么办呢？敷衍、妥协、蒙混，这是他能采取的最好的措施。如果他猜谜的本事比较好
，他就会成功，也应该成功。不过，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如果他在采取行动或作出决策之前，能先
参考一些具体案例，也许会获益匪浅。　　学法律的人要运用案例法，学习现代商业的人也要研究问
题或案例。任何不满足于了解新闻界“小技巧”的人都会在研究问题中大有斩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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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报纸的良知:新闻事业的原则和问题案例讲义》为美国新闻伦理和新闻学案例研究的早期经典著作之
一。作者为具有多年新闻实践的新闻教育名家。在近距离观察和体验报社新闻业务的基础上，以丰富
的第一手资料加上高屋建瓴式的审视，使这《报纸的良知:新闻事业的原则和问题案例讲义》既具有职
业伦理学意义和史料性，又具有切合实践的可操作性。对于建构中国的新闻伦理学体系具有很高的借
鉴价值。同时。《报纸的良知:新闻事业的原则和问题案例讲义》案例丰富生动。读来新鲜有趣，绝不
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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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利昂·纳尔逊·弗林特，美国老一辈新闻教育名家。在美国最早开设新闻学课程的大学――堪萨斯大
学的新闻系任教40年，其间担任教授30年，系主任25年。他是堪萨斯主编节和堪萨斯报纸名人堂的创
办人和发起者，所撰写的新闻学教材影响了数代新文学子，在美国新闻教育界享有很高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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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新闻批评概述爹妒　　报纸的记者、编辑和发行人会习惯性地排斥别人的批评，他们会
因性情不同，以一种无奈的、或是冷嘲热讽的、或带点儿恼怒的口吻说：“啊，真是的，所有人都觉
得自己会办报！”　　这一回答并不恰当，因为它并非事实。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其实大多数人
对报界都怀有相当的敬意。这是从前人们对印刷“秘术”的敬畏之情的余绪。他们对于报纸对他们以
及这个社会的贡献并非毫无认识。他们也不认为自己能办成完美的报纸。　　事实是相当多的读者在
阅读中发现了一些他们觉得完全可以改善的不足之处。他们觉得应该时不时地主动指出这些不足，时
间一长，这些批评就累积到了一个相当大的数量。当然，其中有些意见并不值得认真考虑。它们要不
是出于对办报的困难毫无所知，就是源自对新闻的作用的完全错误的理解，或是出于个人利益。因此
，许多报人会对批评采取抵制态度一点儿也不奇怪。不奇怪，但却不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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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如果向进入新闻界的新人传授公正、独立、准确等原则，没有专业经验的人会毫不迟疑地接受它
们，但这些美德过于抽象，以至于几乎没有意义。　　当这位新人碰到他的第一个具体问题，诸如禁
发新闻、差错更正、公平对待反对派、利用强调和选择歪曲新闻等。当他遇到这些实际问题，而不是
理论时，那些抽象的原则似乎变得天真了。　　　　在抽象原则里看来简单的东西，现在变得复杂了
，容易的东西变困难了。这时该怎么办？也许在本书中能找到答案。　　本书不以抽象的原则和理论
进行简单的道德说教，因为作者认为它们“缺乏切实的意义”，而效法法律和商业学习中的做法。用
大量的案例来说明问题。　　　　——展江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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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还是学好英语读英文版比较靠谱。
2、。。。。
3、新闻专业主义，独立与公正。
4、为了作业。。。
5、常识是需要反复被提及的.
6、不为“愉快的讲道”，旨在创造“实际的氛围”！
7、很多图书馆都能看到的书，按找案例来讲，还可以
8、这本书是美国1925年出版的。今天读来仍然掷地有声。更让我唏嘘的是，书中谈到的那种让人无限
崇敬和向往，愿意为之奉献终生的新闻事业，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只是一种理想。
9、顾名思义，报纸该做什么
新闻学成熟的体系靠着这些书建立
10、百科全书式的新闻人责任教科书。
11、我猜測「免費騎車」的原文應該是「free riding」吧.....囧
12、主要看案例，点评也不错
13、看着二十年代的美国，想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悲从中来，不可断绝。
14、作为casebook实用性强 但作为早期的新闻学著作其伦理大多建立在新闻专业主义之上同时也不会
预料到后来各种纪实写作以及共产国家的新闻伦理及宣传技术 当然还有传媒商业的变化比如⋯默多
克(另外说来Fourth Estate译作第四等级怪怪的)
15、各执己见
16、门外汉如我并不是很清楚新闻专业主义是否只是彼岸的理想之花，但报人们怀揣的美好梦想正努
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些。其实一个人的生活并不需要很多的新闻和资讯，可是这些却大大丰富和
拓展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感受更多的微妙和自己存在的意义。报纸的良知归根到底其实是人的良知
。时代车轮的前行并非是一种理所当然，我们在推动和被推动间陪它走过一段不知长短的路。
17、在上个世纪就有这么严谨的观点了 中国媒体人的路还很长
18、新闻业务，论文用
19、呃，不太好看
20、读至第四章
21、我们或许正在经历老美曾走过的这一环。
22、新闻“独立”，貌似比新闻“自由”更高级。除了某种被人诟病的审查，干预的因素可多了。可
是现在大都举起某个批判的大旗，而忽略掉其他批判方向，比如商业主义。
23、新闻业务
24、或许是法律条文的翻译要重视与原著的关系吧,读起来比较拗口
25、二刷《报纸的良知》。貌似和我一年之前看没什么区别。讽刺行业各种丑恶，倡导专业高尚⋯然
并卵。面对利益，道德困境总是无解。我们无法期待行业水准如何提高，只能尽量劝说自己不要作恶
。
26、为PPT刷了一遍，案例..
27、20160405 主观的融入是过不去的坎，可以读小标题知内容的一本书。
28、这种书，只有做研究的人才能写出来。理论脱离实际，大大的脱离，十万八千里。
29、比较老了 但却能够看出传媒与时代发展的千姿百态 案例很多但大多过于简单而缺乏真正价值 第
二和第三部分相对更为突出 如今的主流媒体不仅仅只有报纸了 呼唤《电视的良知》、《网络的良知
》云云
30、写论文要用
31、如今看来，本书对于媒体的评价仍然十分中肯。
32、1925年的老教材，案例性质，实用性很强。只是建立在新闻专业主义上的新闻伦理，现今的确是
摇摇欲坠了。
33、案例太多了⋯⋯Orz
34、一点没有新闻理想，怎么对这样的书爱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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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挺实在~
36、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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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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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报纸的良知》的笔记-第6页

        不真实的恶果在报纸上往往会放大上好几倍。更广义地来说，还要求对事实的叙述不能给读者留
下错误的印象

2、《报纸的良知》的笔记-第12页

        公众对报纸的实际评价要高于他们口头承认的水平这个，或许就像我们对CCTV 一样？

3、《报纸的良知》的笔记-第4页

        首先珍视你同行的意见，他们来自和你最相似的前线。
其次是某些相关领域的专家。
再次的是很有力量的团体。
最后，乱七八糟的批评就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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