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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之所以起名为《新闻理论基础》是基于以下两点认识：第一，我国当代新闻理论研究在范式
建构上存在明显的缺失。
所谓范式，按托马斯&#8226;库恩的说法，是一群学者认为值得研究的一组概念和变量，以及对其如何
运作的专门看法。
在我国的学科分类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都归入文学的门类，这就是说，新闻理论也被视为一种人文
科学。
既然如此，新闻理论在其理论研究中，就应当在人文科学的范围内建构一套特有的概念或范畴体系。
但事实是，在众多的新闻理论教材中，学者们并没有梳理出一组能反映新闻现象的基本概念，更不用
说对概念之间所存在的“变量”进行逻辑规定，并用以表达一定的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因而在常见
的教材中便出现了两大缺点：　　一是在新闻本位的研究中，以基于经验性总结的术理去取代基于逻
辑推导的学理。
这样一来，我们的新闻理论只是在应用的层面上去构建自己的论述模式，即把新闻本体、新闻事业、
新闻传播和新闻传播效果作为阐述的重点，并且试图通过对这四大板块的整合去构筑理论的框架。
由此我们的新闻理论失去了一种科学理论所必须具有的内在一致性，即它所包含的某些前提、命题、
概念、关系之间在逻辑上互相矛盾或张冠李戴。
比如谈“新闻事业”本应把新闻媒介、新闻传播活动与新闻机构区别开来，但有的教材却把三者统而
为一，于是在论述中有的命题因失去了必要的依托，前后的解释便出现了互相否定的情况；有的结论
本来只能从新闻媒介的内涵中导出，却作为前提被冠于新闻传播活动或新闻机构的头上。
也许有人发现了这一问题，于是在自己的教材中避开一些命题或结论，辟出专章去描述新闻事业的发
展历程，包括资本主义新闻事业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
可是这么一来，其内容又与新闻理论的另一分支“中外新闻事业史”相重合。
通常，人们认为新闻理论应当由新闻理论、新闻事业和新闻业务三大部分构成。
对于新闻理论来说，作为“母性”学科，其主要功能是揭示存在于新闻事业史和新闻业务活动背后的
规律，而不是代替它们作具体的对象性描述，否则就不能涵盖后二者，从而失去基础理论所必备的组
织能力，即能够将后者研究中的新发现纳入自己的论述模式之内。
当然，要使新闻理论具有这种组织能力，具有基于现象又超越现象的特质，只能在学理的建设上下功
夫。
　　二是在新闻本位的研究中对某些前提、命题或概念缺乏必要的边缘性界定，也就是运用这些前提
、命题或概念的基点不明确，因而不能确认其适用范围。
有人认为，人文科学同社会科学一样，都存在三个研究基点，即基于本体论去回答“研究什么”；基
于认识论去回答“如何研究”；基于目的论去回答“为什么研究”。
在新闻理论教材中，这三种研究基点都是存在的。
问题是有的教材在使用或解释某些前提、命题或概念时，其研究基点发生了位移，由此所得出的结论
似是而非。
比如“新闻真实性”这一概念只能在认识论的基点上去使用或进行阐述，但有的教材却把它同新闻客
观性混同起来，甚至还创造出一个新词，叫做“新闻客观真实性”。
殊不知，新闻客观性的研究基点是本体论，讲的是新闻传播者所报道的新闻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是一
种本然的现实存在，而新闻真实性的研究基点是认识论，讲的是新闻传播者在报道新闻事实时应持实
事求是的态度。
把新闻真实性与新闻客观性合而为一，也就使得本体论与认识论这两个研究基点发生了位移。
由此，所谓“新闻客观真实性”这一概念的伪科学性质便一目了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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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闻理论基础》是高校“新闻学概论”这门基础课的配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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