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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闻学界泰斗方汉奇教授常说：“课养人，人养课。
”大意指，一门成功的课程能够扶持并造就一个优秀的教师，而一个有造诣的教师则可以培植和建设
一门优秀的课程。
推而广之，我以为方老的话也可以这样解读，即一批勤勉和有水平的教师能够推动一个有生命力的研
究方向生成和发展，一个有前景和活力的研究方向则可以促进一支研究团队的形成与进步。
南京师沦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经过十年多全院上下齐心协力工作，他们在办学、科研和学科建设上逐渐形成两个特色、两个强项：
一是农民和农村传播的研究，二是新闻法学的研究。
在这两个学科方向上，初步建成一支团队，产出一批标志性成果。
这正是方老所指出的那样：“课养人，人养课。
”他们已经尝到了这样做的甜头。
　　顾理平教授的新作《新闻权利与新闻义务》是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重点抓好新闻法学方
向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又一部代表作。
顾教授这些年来锲而不舍，对新闻法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系统研究。
他先是围绕新闻法学的总体框架进行全面的宏观研究，这一研究的成果以专著《新闻法学》出版为标
志。
接着，他既着力于新闻法理的系统研究，又兼顾回答新闻传播活动中凸现的重大法律问题的实际需要
，同时进行新闻侵权和隐性采访两个专题的研究，先后出版了《新闻侵权与法律责任》、《隐性采访
论》两部专著。
随后，顾理平教授着手进行新闻法学中最具核心价值的问题，即新闻法律关系的研究，经过几年持续
攻关，其成果就是刚刚杀青的这部书稿，他将这部书稿命名为《新闻权利与新闻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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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权与隐私权的相冲突与平衡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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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社会组织和社会个体都存在于信息之中。
换句话说，社会组织和社会个体的存在价值是通过信息表现出来的。
由于受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和社会交往条件的限制，在古代社会，信息的传递无需也不可能像现
代社会这样显得不可或缺。
千百年来形成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典型的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使社会组织和成员不必太多
地关注信息而可以成惯性地栖息着。
当然，在那样的时代，信息依然具有其存在的价值。
譬如说，商品交换需要通过传递实现价值。
每一个商品的拥有者，他们自然可以通过拥有较多的信息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商品的价值。
但是，人们交际范围的局限使这种信息大都停留在简单的人际传播阶段，因此，信息的价值是极其有
限的。
譬如教育信息，千百年来生生不息地薪火相传，但是教育信息的传播和大众传播是有着巨大差异的。
教育信息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是通过人际传播来实现的。
在这个时候，人们对信息价值的认识是比较肤浅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世界各国渐次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社会的
分工也因科技的发展而显得日渐精细。
于是，信息的传递就具备了不可或缺的独特价值。
商情信息、战争信息、灾害信息、庆典信息⋯⋯每一种信息，对于置身于巨大的、有序分工的社会网
络中的人们来说，都可能意味着一次巨大的商机。
在这样一个有着分工和合作的工业社会中，信息的价值日益凸显。
世界最早的通讯社路透社，就是基于伦敦市场交易所的信息需要而应运而生的。
但是，信息的繁杂也会使信息的接收者产生某种混乱，换一句话说，信息本身也需要分工，以此来更
好地为社会服务。
在这种社会的客观需要下，新闻信息传播的专门行业开始出现，新闻业开始进入了其发展的黄金时代
。
　　在并不太早的时间里，一个人想足不出户地生存下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但是在今天，一台电脑、一个鼠标，一个人就能自如地生存下去：网上购物可以保证其随时获得必要
的物质条件；网上交易可以使其轻易获得应有的物质财富；网上聊天可以使其随时享受精神的愉悦。
如果说，我们以前曾经讲的“地球是一个村落”还只是一种理想的目标的话，那么在今天，由于信息
的高速发达，这种理想的目标就完全成为一种现实。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被称作“第四媒体”的网络已经开始全方位地介人到现代人的生活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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