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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法框架下的新闻改革》

前言

　　1997年，教育部正式将新闻传播学列为国家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这是
新闻传播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由此上溯79年，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新闻学研究会，
标志着中国开始有了新闻学的学术研究；由此上溯40年，1957年，作为传播学最重要对象的大众传播
开始以，群众思想交流”的译名为国人所知；由此前行13年，2010年。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仅在一年
之中，已经可以列出很多件可圈可点的事情，“中华新闻传播学者文丛”的出版，就是其中之一。　
　经历了92年的风雨和春秋，对于一个人的个体生命来说，已近期颐之年；对于一个学科来说，也应
是臻于成熟之时。学科成熟的标准在于学科范式的形成。按照首倡范式学说的美国学者库恩的说法，
“范式”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科学共同体由一些科学专
业的实际工作者组成，他们由所受教育和见习训练中的共同因素结合在一起，他们自认为，也被人认
为专门探索一些共同的目标，也包括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共同体的内部交流比较充分，专业方面的看
法也比较一致。同一共同体成员很大程度上吸收同样的文献，引出类似的教训。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的
学科发展史就是这样的学术共同体在前60年左右的时间于探索和奋斗中初见雏形，在后30多年的时间
于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迅速壮大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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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由与法框架下的新闻改革》收集了作者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论文。书中新闻自由和新闻立法
两部分，有助于搭起一个符合现代新闻传播文明准则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下由宏观到中观、微观地谈
新闻改革，分宏观观察、传媒实务改革、报道业务改革三个部分。另外，还有新闻理论、舆论监督两
个部分，其主要内容可视作为新闻改革部分提供较为具体的理论支撑。《自由与法框架下的新闻改革
》的研究既有对“实然”的考察，也有对“应然”的设计，目的在于回应新闻改革实践的需要，推动
新闻改革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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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旭培，1944年12月生，汉族，安徽怀宁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
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安徽
大学、上海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学校兼职教授、客座教授或客座研究员，北京大学新闻
与传播论坛课程教授。出版有《新闻学新论》、《新闻侵权与诉讼》、《当代我国的新闻改革》、《
我国传媒的活动空间》、《多种声音交响乐——论扩大中国的言论与新闻自由》（2001年出版于美国
）、《新闻传播法学》等著作，以及《纵向传播强劲横向传播薄弱——论我国古代社会信息传播的特
点》等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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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新闻自由
从精英主义新闻观念到“无产阶级新闻自由”
论言论自由的道德维护
从萨斯危机看新闻自由与保守国家秘密
变质中的美国新闻自由
文态平衡诸理论
“终极真理”与出版自由——读《反杜林论}的体会
第二编 新闻法
新闻立法是关系全社会的大事
新闻立法：最困难和最需要的立法
两个律令，同一种教训——中华民国《暂行报律)与苏联《出版法令》之比较
传播法的内涵及其对社会关系的调整
传媒与司法统一于社会公正——论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
对“谁报道，谁举证”质疑
电视转播庭审利大弊小
第三编 新闻理论
论作为信息产业的传媒业
公众利益原则与传播文明——对“黄金高事件”该不该报道的探讨
宣传本位与报道本位——以中西突发事件的报道为例
学习邓小平新闻思想当好实事求是派
“真要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宣传要看对象的观点
政治倾向性等同于党性吗?
关于新闻学理论研究的几点浅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新闻职业道德
第四编 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的回顾和探讨
“跨地区监督性报道”析——以广东报纸的三篇监督性报道为例
宽容媒体出错推进舆论监督
“信息疲劳”与传播控制
舆论监督与社会共识
“停止采访资格”事件面面观
第五编 新闻改革宏观观察
对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几点宏观思考
用新思路新办法迎接新的挑战
中国新闻业的商业性发展
“入世”对我国新闻的影响及对策思考
中国新闻事业十年来的十大变化
关于在报纸上宣传新闻改革和新闻工作的倡议
第六编 新闻实务改革
新闻事业发展：减少行政办法辅以市场调节
刍议在传媒发展中如何对待非国有资本
都市报：中国报业最有意义的改革
着眼国际竞争发展电视产业
时代呼唤中国的新闻频道
关于建立中国的电视新闻网的建议
第七编 报道业务改革
新闻媒体与“决策气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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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理念导致不同实践——“非典”报道与禽流感报道的比较研究
谈对外报道的新观念和新艺术
对改革开放新闻宣传的若干思考
国际新闻也可以上头版头条
媒体公信力在灾难事件报道中建构——以央视对汶川大地震的报道为例
突发事件不同时期的媒体报道重点
附录A 存在的未必合理，合理的应该存在——孙旭培教授谈其学术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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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前347）　　柏拉图是古代希腊最具影响的哲学家、法律思想家之一。
虽然在柏拉图生活的年代，传播仅仅是以吟诗、讲故事、作画等形式存在，柏拉图的传播观念成了封
建君主控制言论传播的理论依据和极权主义报业学说的思想来源。　　在柏拉图看来，不管是实行何
种政体的国家，其居民在总体上都会分为统治者、护卫者和一般民众三个等级。这三大等级的存在，
本身就说明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客观的，它直接由来于其投胎的灵魂和构成人类躯体的
基本元素的差异。根据柏拉图的解释，灵魂在投胎之前，即依其见到真理的多少分为九流。另一方面
，老天爷在制造人的时候，在不同的人身上又加入了不同的金属元素。“在有些人身上加入了黄金，
这些人因而是最可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
加入了铁和铜。”①作为被统治者，第三等级应该服从统治者的意志，“成为一个最优秀的人物的奴
隶”。这是因为，“受神圣的智慧的统治对于大家都是比较善的”.②如果统治者、护卫者、农夫和工
匠三大等级都能各司其位，不越过为自己划定的活动范围，各尽其能关心国家的利益而不干涉别人的
事情，就实现了政治家梦寐以求的正义，从而在根本的意义上接近了柏拉图设计的理想国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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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坑爹。
2、还没有看，书破，希望内容不错！
3、敬仰孙先生的坚守。以时间顺寻读来，个中滋味无人知，唯叹体制内的举步维艰。
4、论言论自由的道德维护：当多数人习惯于不加考察、不加验证地盲从于“权威”时，“权威意见
”便很容易扩展成“众意”，并利用“从众”心理将更多的人网罗进来，从而形成“权威的螺旋”。
5、孙老师的这本书居然还能买到，好像另外一本禁了？不了解中国争取新闻自由历史的人可能会看
轻此书，它历史跨度大，是文章结集，很多并非今日学者习惯的“学术论文体“，但是在历史的具体
语境中，很多篇都曾是有影响之作。特别是第一辑，有关”精英“的论述一针见血。
6、论文集而已，很多重复内容。理论分析少，口号喊得多。
7、内容结构完整，框架合理，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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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自由与法框架下的新闻改革》的笔记-第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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