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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所讨论的近90个媒介现实案例，标示出媒介日常工作中司空见惯且容易身陷其中的道德泥沼，提
供了实践操作层面的禁忌尺度，并创建性地提出了积极、有效的伦理思考角度。

本书既可作为新闻传播学教材，也可为专业人士提供参考，并广泛适用于期望提升媒介认识与素养的
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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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孟威，新闻传播学博士，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网络学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访问学者，国家广播电视“十一五”发展规划前期研究专家组成员，国家哲
学社会科学基金通讯项目评审专家。

主要研究领域为媒介伦理、网络新媒体、传播及社会影响、媒介文化等。
多次主持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等部门重大课题研究。
曾担任专职记者、编辑、专栏撰稿人。

 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专著《网络互动：意义诠释与规则探讨》、
《传播实践与思考》，学术论文《网络文化走势与人文精神的传播》、
《新媒体与美国政治传播走向》等。
在《人民日报》等媒体发表新闻、评论等200余篇。
曾获中国新闻奖、国家数字媒体规划基础研究优秀成果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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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的媒介
　“自由”追求与媒介“责任”
　媒介的职业伦理
　研究的问题、內容与进路
第一章 真实报道与诚实
　消息源陷阱
　谁在背弃承诺?
　“爱撒谎”的记者
　“客里空”之“善意的谎言”
　职业“推手”：怎样写更“客观”
　时效、压倒一切的时效
　据说、据称、据透露
　容易上当的编辑
第二章 “炒作”、品位与责任
　公众“口味”和媒介的品位
　“娱记”印象
　公众、公众人物、公共利益
第三章 媒介的良心
　无动于衰的“旁观者”
　惩恶扬善与媒介“打抱不平”
　媒介，心灵“伤害”有多大
 “媒介冰冷“脸谱”
　“揭秘”，痛快淋漓?
　未成年人曝光：“责任”与“限度”
　道德自觉与媒介素养
第四章 隐性采访：正当性讨论
　“假面”后的欺骗
　“纵容”之下的“高考舞弊”
　“诱导”违法者
第五章 有偿新闻与“媒介寻租”
　有多少“冒牌新闻”在蒙蔽我们?
　“普遍性一致”
　新闻媒介的权力“寻租”
　媒介“受贿行为”认定的争议
第六章 偏好与媒介歧视
 媒介偏爱之“女性”
 媒介“区别对待”的群落
 多一分媒介关怀
第七章 媒介的权力
　“媒介审判”一一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博弈
　媒介事件中的“权力异化”
　权力利刃一一媒介“封杀令”
第八章 数字化与新媒体伦理
　“谣言”、“准”真实、媒介信用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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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数字身份、媒介职业伦理观
　新媒体、泛娱乐化、中立与担当
第九章 德性与媒介的未来
 道德人格与媒介之“德性”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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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2年6月3日，《北京晚报》“错抄”一篇来自于美国纽约“专门编造时事新闻逗美国读者一笑
”的讽刺性“新闻”周刊——《洋葱》杂志的消息，称美国国会威胁说，如果不能重建一座崭新、豪
华的国会大厦，国会将搬出华盛顿，引来一片嘘声。
《洋葱》的总编罗伯特·西吉尔（Robert Siegel）得知这一消息时，对《北京晚报》如此容易受骗上当
表示惊讶，他说：“如果我是北京的一名记者，发现了类似这样的故事⋯⋯我也许要进行一番追踪，
查核其来源。
读者从来就容易受骗上当，但是我以为记者会聪明些，也许我太天真了。
”　　反驳的人会说，外国人也许的确无法理解中国媒介容易上当的深层次原因，而且，并不是所有
编辑都是“洋货”的崇拜者。
的确，面对外来的假货编辑部未能明察秋毫，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传播学上国外学者霍夫兰（C.I.Hovland）和韦斯（W.Weiss）曾有一个著名的实验：使用同样的
消息，对一些人说，这些消息来自于高可信度来源，而对另外一些人说，这些消息来自于低可信度来
源。
这个实验使研究者得以仅仅通过信息源变量就可以确定宣传的效果。
他们得出的结论说，当消息立即传来之时，高可信度来源的确可以导致意见的更多改变。
他们也提议说，专业权威度和值得信赖度也许是消息源可信度的标准。
也就是说，面对一则缺少直接经验的消息，人们在短时间内愿意相信他们认为高可信度的消息来源—
—权威。
作为“易碎品”的新闻，在传播中，权威说法有助于增加它的可信度。
新闻信源的权威性越强，新闻的震动作用、吸引力越强，也就越能引起公众的关注。
在“注意力经济”膨胀的今天，有经验的媒介都深谙此理，他们于是在许多时候就巧妙地选择有效信
源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这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传播技巧。
不过也正因如此，媒介会反被其愚弄。
一个貌似高可信度的权威如果故意欺骗媒介，媒介难免轻易上当或受其利用，成了“饵”下之鱼，结
果又欺骗了更多的人。
何况现实社会，不同编辑决定消息源权威性因素的主观性不同，某个人或某些机构在某方面所具有的
专业水平，或者单凭其身份或地位都会使他们受到蒙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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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媒介伦理看似冰冷，但人们对它的探究从未停止过。
本书立足于当今媒介日益分众化、对象化的趋势，就日益复杂的媒介生态进行深度求索，从道德智慧
源泉里寻找破题灵感，独辟蹊径阐释媒介伦理问题。
作者深谙传媒运行规律，以本土伦理为圭臬，同时借鉴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理论构建与案例运用从容
自如，做到了学术性与可读性的统一，展示出作者扎实的研究功底和治学的责任意识，是思考媒介伦
理问题的有力参照。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管理出版社社长（张世贤）　　　　传媒在社
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伦理作为规范社会生活的准则，毫无疑问也构成了媒介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本专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媒介伦理为核心，立足于解决本土化媒介实践的重要理论认识问
题。
专著提供的案例分析鲜明丰富，对传统媒介及新媒体中蕴含的伦理道德问题进行了深入、前瞻性的思
考，颇有见地，不仅启发思索，读来也饶有趣味。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室主任（宋小卫）　　　
　本书关注媒介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重要议题，将伦理道德这一宏大主题融入当今媒介实践的热点问题
和困惑之中，探索媒介伦理的道德依据和理由，既有理论性，又有强烈现实针对性，时代感强。
在多种论点的交锋中，体现了作者的真知灼见，对于澄清认识、引导实践很有启发。
　　——《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部主任、高级编辑、资深媒介人（严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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