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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闻传播人本责任研究》通过考察新闻传播与以人为本的关系及我国新闻业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
人文关怀精神的发育和存在状况及其流变过程，客观地呈现我国新闻传播中以人为本理念的形成及其
追求的现实状况，从新闻传播活动的本质、时代特征、人的主体性发展及人的具体需要等入手分析，
提出把新闻传播应置于人的价值背景来考察，把以人为本作为新闻传播重要价值观来考量，将以人为
本上升为一种道德责任，即人本责任。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这种存在状况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之间的关系，提出作为
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本价值应成为新闻传播活动首要的价值，人本责任是新闻传播的核心责任。
本书由罗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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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人道就是力量”的解读　　人道带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不仅仅是一种信念、一种价值标准，
更是一种无可比拟的力量。
在罪恶面前，正义的力量是无比巨大的。
但在任何事物面前，我们永远秉持人道，人道的力量同样无穷。
“人道就是力量”是对人道主义作为一种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肯定。
　　“人道主义”概念产生于19世纪初，是由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的现代社会思潮，但国内外绝大多
数学者都认为人道主义是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才正式出现的。
人道主义的产生植根于人对美好人性的追求和人性在现实世界中的存在状况的矛盾之中，并逐渐演变
为“现代文化的一个构成因素”。
①人道主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的人道主义，是泛指一种主张维护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提倡关心人、尊重人，高扬人的价值
，重视人的价值要求，使人能得到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观点。
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人道关系和人道理想，是由整个阶级社会中广泛存在
着压抑人的自由本性这一客观事实决定的。
它贯穿于整个阶级社会的始终，是人类共有的精神遗产，也是人类世代相继的一种进步社会思潮。
　　狭义的人道主义，则是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从抽象的人和人性出发提出的一种反封
建、反宗教神学的思想文化运动。
以上两种观点分歧的实质在于，人道主义是否仅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只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
1984年。
胡乔木发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几个问题》的文章，提出要区别对待两种人道主义：一是作为资
产积极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对此必须加以批判；二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对此可
以批判继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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