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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治承载着人类基本的价值共识和生活理想。
它不仅是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政治价值目标，也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和宏大事业。
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和进行大众教化的有效力量.大众传播媒介是我国法治建设系统工程中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
本书结合法学理论和新闻传播理论，在深入阐述“法治”内涵的基础上，以电视法治新闻的价值目标
为切入点，通过对知名栏目的实证分析，从电视法治新闻报道的题材分布、消息来源、文本叙事和制
作形式等方面，对电视法治新闻的生产进行了多维度考察。
本书认为，新闻生产从来不是孤立的文本制作过程，电视法治新闻生产中所呈现的题材失衡、消息来
源偏向、文本叙事的悬疑追求以及制作形式的感官主义倾向，不仅与当下我国的现实环境有密切的关
系，同时也是政治意志、市场逻辑、媒介常规以及传播范式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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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西方法治思想中，对人类理性的呼唤一直是贯穿其中的一根主线。
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哲人中率先提出法治主张与学说的，同时又是西方哲学中最早提出“人是理性的动
物”命题的。
海克·孟德斯鸠、卢梭等是近代西方法治的主要设计师，他们又都是启蒙思想家和理性主义的倡导者
。
大体而言，在人类法律史上，凡是法治论者多是理性主义者。
法治代表理性的统治，因此理性与法治密不可分。
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价值标准和评价尺度，理性体现着人对外部世界的合理性、真理性、完善性以及
平等、正义、人权等要求。
作为一种认识方法，理性又与逻辑化、规范化、条理化、系统化等相联系。
具体到法律的理性，有学者认为：“从实质理性和形式理性的分梳来看，法律理性是法律之所以为法
律的内在逻辑品质，同时并为法律的外在技术品质⋯⋯作为法律的外在技术品质，法律理性表现为经
由诸如程序公正、法律推理、法律论证以及各种具体部门法的一系列智性制度安排和种种法律技术，
包括法律语言、法律技巧和法律形式，赋予人世规则与人间秩序以明晰、确切、稳定、可预测与可操
作等技术秉性⋯⋯此即法律的形式理性⋯⋯规则性、现实性、时代性、保守性和价值性.构成法律的实
质理性的基本内涵，成为法律理性的内在逻辑品质。
”　　法律的理性本质，使法治新闻具有特定的哲学定位和理性追求。
法律本身的严密性、规范性、逻辑性等特征、法治新闻直接的社会功利性和巨大的社会教育效果，也
要求法治新闻报道应该准确、专业、规范，并对所报道的案件或事件进行鞭辟人里的分析。
法治新闻报道的目的不是案件展览，而应该是案件背后所隐藏着的法理和社会正义的宣扬，是对案件
在法律原则下的分析和提炼。
这其中“严格的法理论证，缜密的逻辑思维，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都是法治新闻中应有的理性的
光芒。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理念与实践>>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