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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中国第一部以哲学为切入点，对新闻学领域存在各种矛盾进行探讨的专著。
  新闻哲学向来被视为建构新闻伦理学的基础和前提，它旨在当媒体与社会、媒体与政府、新闻与理
论、主观和客观、自由和自律等各种关系陷入困境时，运用哲学方法解决新闻工作者在理念和实践中
遇到的两难。
作者以施拉姆等人所撰经典文献《报刊的四种理论》为铺垫，将自由主义和社会责任论贯穿新闻传播
理论当中。
同时还提出后现代主义传播理论，以诠解当今媒体在商业社会中产生的乱象，进而充实新闻哲学的体
系。
   本书借鉴真实，客观等传统新闻价值观，并以东西方社会颇具争议的案例，对新闻的本质进行精辟
分析和论证，体现了作者在新闻与哲学之间的独到见解，对新闻哲学的研究具备相当学术价值。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闻哲学>>

作者简介

胡兴荣　台湾大学学士(1983)、台湾东海大学硕士(1992)、北京大学哲学博士(1997)。
曾任讲师、副研究员、香港时事杂志编辑，现为广东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暨香港大学新
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研究员。
开设课程计有：基础新闻采访、媒介英语翻译、专题新闻写作、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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