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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21世纪，我国的经济、文化领域不断飞速发展，正确宣传我们的宏伟事业，解释不断出现的新矛盾
、新问题，需要记者具有正确的新闻观。
在全球化进程中，新闻媒介需要冲破旧的框框，站在世界剧变的前沿，努力营造公平正义、友善和谐
的国内国际舆论环境。
为打造我国强大的新闻软实力，记者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已成为时代刻不容缓的要求
。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仅是指马克思恩格斯等领袖人物说过哪些关于新闻工作的话，而更重要的是指他
们尊重事实、忠实反映人民愿望、无情鞭挞专制统治的新闻思想。
遵照生活实际，对具体事件做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灵魂；弘扬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为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新提供了动力。
正如列宁所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
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
门科学向前推进。
”（见《列宁选集》第l卷第274页）掌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在于熟悉和运用它的现成结论，而在于
始终遵循它所揭示的客观规律，报道世界真相，紧随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步伐，指引媒体在数字
化时代创造全新的精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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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探索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精髓的同时，力求澄清近年来某些研究误区，揭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
数字化时代的重大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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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
”当时列宁提议，在党纲里写上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内容。
“我们所有经济机构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
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吸取历史教训，提出党的生死存亡问题，强调忧患意识，果断
而稳妥地遏制了“左”和右的错误，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
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辨别和衡量是非、善恶、美丑、功过、得失、苦乐、荣辱、爱憎的
根本出发点和依据”；以有步骤的改革开放改造所有制形式，调整经济结构，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
开始关心公民的生存问题。
中国终于发生了剧变。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进步、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改革，媒体如何解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要有清醒
的头脑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江泽民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对生产关系和某些环节的自我调节，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能够容纳
现实的生产力，而且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有一定程度的缓和。
江泽民强调：“这是客观存在，必须给予承认和正视，要加强对资本主义自我调节和发展的研究。
”③媒体对当代资本主义要介绍其先进有益的东西，扬弃其分散、混乱和内耗的弊端，才符合马克思
主义新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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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关新闻工作的“语录集纳”和“观点串讲”，而是对其理论范畴、理
论体系及其观点内涵的阐释和探索，力求从历史、现实和未来走向三个维度揭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
思想和实践价值，也对他们的重要论断进行了简要的评析。
突破“语录串解”的框子，挖掘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真谛、历史和现实意义，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
观的主要任务，本书仅仅是著者的初步尝试。
本书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400多个论断，约2.3万余字，引文主要出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第二版，《列宁全集》、《列宁选集>>第一、第二版和中国几代领导人
的著述，全部引文尽量使用最新版本。
本书引文使用不同版本的原则是：一、最新版本已有的文章，大都引用的是最新版本。
二、对于第一、第二版在翻译上有文字差异、但含义没有出入的，根据新闻学专业术语使用的习惯，
哪个版本的文字更能体现新闻活动的含义，就引用哪个版本的译文。
因此，书中不同地方使用了不同版本的译文，是出于准确表达专业语义的需要。
三、本书使用的译文，两个版本在含义上有出入的，一律引用最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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