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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新闻传播学擢升为一级学科以来，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突飞
猛进，有了重大发展，也对教学、科研以及学术著作出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继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后，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华夏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华出版社等十余家出版社纷纷推出具有不同
特色的教材和国外新闻传播学大师经典名著汉译本。
但标志本学科学术水平、体现国内最新科研成果的专著尚不多见。
　　同一时期，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有了长足进展。
新闻传播学专业点从1994年的66个猛增到2001年的232个。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本科、专科在读人数已达5万名之多。
新闻传播学学位教育也有新的增长。
目前全国设有博士授予点8个，硕士授予点40个。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等一批研究型院系正在崛起。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以高起点、多专业为特色，掀开了这两所百年名校蓬勃发展的
新的一页。
北京广播学院以令人刮目相看的新水平，跻身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名校之列。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以新获得博士授予点为契机所展开的一系列办学、科研大手笔，正在展示
其特有的风采与魅力。
学界和社会都企盼这些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第一梯队”奉献推动学科建设的新著作和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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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新闻道德论》是关于新闻道德的哲学，它和新闻伦理学是一回事。
由于整本书主要是围绕新闻道德根据、新闻道德观念、新闻道德规范、新闻道德品性、新闻道德评价
以及实践中的道德选择等问题展开的，因而称为《新闻道德论》直截了当。
另外，《新闻道德论》这一书名与我先期出版的系列著作，《新闻本体论》、《新闻事实论》、《新
闻价值论》、《新闻真实论》、《新闻精神论》、《新闻活动论》等形式上一致，看起来也比较整齐
。
首先说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想告诉读者我没有在“伦理”与“道德”这两个概念之间做过多的清理和
纠缠，当然在相关论述中会对它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些必要的区别和说明。
在哲学层面上，伦理学就是道德哲学或者道德学，新闻伦理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新闻活动中的道德关
系问题、道德规范问题和活动者的道德品性问题。
这本《新闻道德论》，也主要是在伦理道德原理层面上对新闻道德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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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道德体系做了简单的基本类型分析后，还需简要对不同类型道德之间的基本关系加以说明。
对不同类型道德关系的认识和理解，不只是为了从理论上掌握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认
清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区别，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使人们在实际生产、生活中作出恰当的道德选择
。
不同类型的道德观念，反映的正是不同生产、生活领域的道德实际或道德现象。
道德选择的不恰当，往往会造成实际上不道德的结果；而道德选择的难度常常在于不同道德行为之间
，而非道德行为与不道德行为之间。
下面，我们主要以职业道德为核心或作为参照，说明不同道德类型之间的关系。
　　首先，所有的道德都是人的道德，道德是从一个角度对人性的描述和界定，人是道德动物，只有
人才能在各种关系中讲伦理道德，实践伦理道德。
所谓人与非人（比如自然或者其他动物）之间的道德关系，在最终意义上，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
关系。
在人与整个世界的各种关系中，只有人才能够担当道德主体的角色。
道德的根本属性乃是人类主体的属性；道德与否是人类自身的界定；所有的道德规范都是人类为自身
制定的。
这就意味着，道德规范本身必然会存在合理与不合理的问题，正确与错误的问题，良性与恶性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说，道德研究的实质，就是不断探索制定合理的、正确的、良性的道德根据的过程，
探索制定合理的、正确的、良性的道德规范方法的过程，探索如何使主体成为讲道德、具有德性的主
体的过程。
　　道德是相对不道德、非道德而成立的，不同类型的道德或者说不同领域的道德，都是一种性质的
道德，即“不管是哪个领域的问题，‘道德’都应该具有相同的特性，即同质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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