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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卡莱（James W.Carey）在短文《新闻教育错在何处》中提出三个原则：（
一）新闻或新闻教育不能和广告、传媒、公关或广播视为一体；（二）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实践，新
闻不能和媒体（media）和传播（communications）混淆；（三）“新闻是民主的另一个名字”--没有
民主就没有新闻。
卡莱教授认为，这三项原则是新闻学的金科玉律（axious）--真是振聋发聩、发人猛省之言，当然也必
定引起争论。
且暂时不说第三项，前二项就和中国香港及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实践大相径庭。
新闻不是传媒是什么？
卡莱的论点，有一个人文主义的基础：他认为新闻教育本应该属于人文学科或有人文味的社会学科，
而不是科技，因为新闻主要的对象是人和其社会环境；他并且认为美国新闻教育的错处就在于把它视
为传媒。
传媒至多只不过是一种传达意义的工具，科技、组织结构，如果把新闻当作传媒，就等于“把鱼的故
事和鱼混为一谈”。
对我而言，这段话的展示是：新闻变成传媒后，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存在理由；它已经不再是探讨人
的社会实践，而变成了另一种哗众取宠的商品。
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以市场为出发点，所以报纸的销量和电视的收视率成为媒体关注的目标，而不是社
会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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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畸变的媒体（修订版）》内容包括：第一章激变的媒体与畸变的媒体——市场经济中新闻的运
作与功能，一、回避重大新闻、二、商业利益取代公共利益、三、窥视新闻学与新闻退化、四、公司
新闻学取代公正新闻学、五、好新闻与新闻的未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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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好新闻与新闻的未来新闻自由不是少数媒体公司或利益集团的自由，而是每个公民的新闻自由。
好新闻带来的是平民参与和平民政治，而不是精英政治。
好新闻是一种公共服务。
《华盛顿邮报》执行总编雷奥·唐尼和总编辑罗伯特·凯撒最近合著的《关于新闻的新闻》中写道：
“好新闻通过提供构成共享经验的信息和画面，在危机时刻能把各个社区凝聚起来。
当灾难来临时，新闻媒体不仅给读者观众提供赖以生存下去的东西--事实，而且为了帮助人民应付未
知的灾难，向人民提供解释和讨论⋯⋯好新闻并不经常意味着推翻一位总统，好新闻更在于改变市民
的生活。
‘新闻媒体’通过每天对重要选题如教育、交通、住房、就业、娱乐、政府服务和公共安全的报道使
公共社区得到改善。
揭露政府的无能和腐败将会改变低劣的政策、节省纳税人的钱、解除行为不端的公共官员的职位。
披露不道德的商业行为’，将会节省消费者的钱和保障他们的健康。
曝光环境、卫生、食品和产品中的危险，将会拯救生命。
检查社会对待穷人、无家可归的人、犯人、受虐待的人、弱智人的方式，将给无声的人以声音⋯⋯好
新闻无论出自哪里，或者是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或者网络媒体，通过提供给人民与他们日常生活有用
的信息，给他们一种在更广阔的世界参与的意识，丰富美国人的生活。
好新闻在公民之间制造一种合作的可能，而这一点对于一个文明的社会是至关重要的。
公民们只有就他们的生存环境、他们的邻居、他们的政府部门、他们的体育代表队，甚至他们的天气
共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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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代序新闻不等于传媒(代序)                              哈佛大学  李欧梵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卡莱(James W
．Carey)在短文《新闻教育错在何处》中提出三个原则：(一)新闻或新闻教育不能和广告、传媒、公
关或广播视为一体；(二)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实践，新闻不能和媒体(media)和传播(communications)混
淆；(三)“新闻是民主的另一个名字”——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
卡莱教授认为，这三项原则是新闻学的金科玉律(axious)——真是振聋发聩、发人猛省之言，当然也必
定引起争论。
且暂时不说第三项，前二项就和中国香港及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实践大相径庭。
新闻不是传媒是什么?卡莱的论点，有一个人文主义的基础：他认为新闻教育本应该属于人文学科或有
人文味的社会学科，而不是科技，因为新闻主要的对象是人和其社会环境；他并且认为美国新闻教育
的错处就在于把它视为传媒。
传媒至多只不过是一种传达意义的工具，科技、组织结构，如果把新闻当作传媒，就等于“把鱼的故
事和鱼混为一谈”。
对我而言，这段话的展示是：新闻变成传媒后，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存在理由；它已经不再是探讨人
的社会实践，而变成了另一种哗众取宠的商品。
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以市场为出发点，所以报纸的销量和电视的收视率成为媒体关注的目标，而不是社
会和人生。
这一个现象的产生，我认为至少有三个因素值得考虑：其一是新闻从业者的自我职业认同问题——新
闻这行“专业”到底是什么?它在社会领域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是什么?其二是新闻所处的社会环境是
否尊重新闻?其三是新闻和媒体的关系。
我认为新闻势须依赖传媒，但其功用应该和传媒不同，媒体急骤转变——由印刷转向视觉和网络——
新闻应该重新定位。
如何重新定位?这当然是新闻界自我反思的第一个大问题。
像一般的香港文化人一样，我每天看两份报纸，得空也看电视新闻。
我发现香港的报纸在形式上越来越形象化：图片越来越多，也越大，“相形”之下，内容也愈见贫乏
，本地新闻多，世界新闻少；除了少数报纸(如《信报》)，评论的文字更嫌不足，而卡莱教授心目中
像芝加哥社会学派那样对于都市人文环境的深入浅出的采访和探讨，更是绝无仅有。
换言之，香港的报纸早已放弃了新闻所原有的社会调查、思想启蒙、开扩读者知识和见闻领域的目的
，反而变成了与公关和广告相差无几的媒体和商品。
然而，令人感到反讽的是：香港的年轻人很少看报，每天看电视新闻的恐怕也不多。
即使在我目前任教的香港大学，全班五十多个学生中只有三个人常阅报纸；但是他们对于数码文化和
通俗电影的课却趋之若鹜。
在这种新的媒体文化的影响之下，香港的年轻人似乎已经不知“新闻”为何物。
如果卡莱来港任教，可能也要掷笔三叹!我想在卡莱的心目中，新闻的真正“媒体”还是文字和书写，
所以他再三指出美国大学的新闻教育在开创时期和英文系的关系，往往是几个学生在英文系教授指导
下学如何在校园中办报写文章，反而在新闻变成专业后才和英文系和英文写作分道扬镳。
但是他没有提到新闻媒体本身的转变——从文字、印刷逐渐向视觉和网络，这一个转变，不只为新闻
也为整个社会带来前所未闻也难以想像的影响。
这一个影响所造成的就是一个更广泛的人文危机。
就以香港的大学生为例，在数字或形象上的表达能力不落人后，但对于文字(不论是中文或英文)的驾
驭能力，却每况愈下。
但这个事实的背后原因，却不宅全和教育制度和学生的能力有关；换言之，我觉得这一代香港的大学
生的自我定位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语言文字，非不能也，乃不为也；他们不像我们这一代人对于
印刷文化——书报杂志——如此执著，也不把文字语言的表达(我心目中的“传播学”)视为天经地义
。
香港一家中文书店的老板告诉我：该店的基本顾客，不是学生，而是各种行业的职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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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得到一个结论：书到用时方恨少；但书的用处——正好像印刷文化之对于视觉文化一样——往
往和自己的专业无关，而是在专业实用价值以外感到有某种需要，所以才买书看书。
这也是一种香港人文危机的表现。
也许我们可以把卡莱的寓言改为：在香港，不是没有鱼吃，而是吃了鱼却不知如何说鱼的故事。
而媒体每天都以为在钓大鱼，但吃了却不知其味，当然也忘了社会上千千万万条小鱼的故事。
    (此文原载《亚洲周刊》2002年3月10日，经作者同意作为本书序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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