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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视开展媒介批评是五四时期北京 *晨报,一个十分突出的新闻理论建构形

式与话语实践"该报曾对当时中国新闻界普遍存在的社会新闻低俗)国际新闻缺乏)新闻报

道失实)事实与议论混杂的新闻写作方式等问题进行尖锐的抨击#对社会势力收买新闻媒体)

记者借新闻报道谋取私利)记者缺乏科学常识却又不懂装懂诸多不良现象!从表现和成因等

多个方面!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揭露和分析!以期引起社会的注意和媒体的反省"自觉的主体

意识)强烈的现实关怀)浓郁的批判色彩)开阔的世界视野)平等的对话空间)多样的批评

形式!是五四时期北京 *晨报,媒介批评实践的主要话语特色"五四时期 *晨报,的媒介批

评具有整体性的意义!是当时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彰显自身本质存在与发展内在逻辑的一种理

论话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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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介批评发展史上"有研究者认为五四时

期是 (中国媒介批评的诞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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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五四

时期的媒介批评"不仅具有了某种新的媒介主体

自觉意识"创造出了数量可观的媒介批评文本"

留下了宝贵的媒介批评遗产"而且获得了远比从

前重要的社会地位!在五四时期媒介批评的场域

中"以北京 -晨报.的表现最为突出"该报以独

立的批评精神"自觉地运用科学#逻辑与道德的

理论和话语实践形式"构建起丰富多样的批评类

型与广大开阔#生机勃勃的批评空间"形成了具

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媒介批评观念"紧密呼应#

关怀#规范和引导着新闻传播实践"为促进中国

现代新闻业的专业化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作为抗日战争以前 (北京报界影响最大#持续时

间最长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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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报.及其副刊在中国思想

文化史上的作用在传统的中国新闻史叙述中更受

重视"尤其是对 -晨报附镌.在五四前后介绍和

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劳绩"学术界研究和讨论

较多"而对其在媒介批评领域的努力和耕耘则缺

少应有的关注!有鉴于此"本文在梳理五四时期

-晨报.媒介批评实践主题和内容的基础上"对其

媒介批评的话语实践形式和特色略作归纳"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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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报在中国现代媒介批评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作出更为全面而客观的评价!

一#对新闻传播业务问题的批评

社会新闻一般是指以生活#风貌#问题#事

件为题材"与广大群众的生活#利益#情趣相关

的报道"尤以社会道德伦理为基础反映社会风尚

的新闻为主!新闻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因

此自新闻产生以来"社会新闻就已存在"但严格

意义上的社会新闻"却自近代新闻业诞生后才蔚

为大观"成为重要的新闻品类!近代中国报纸上

的社会新闻"为了迎合部分小市民的低级趣味"

往往追求曲折#离奇和制造噱头的表现手法"内

容以色情#抢劫#凶杀之类的黄色新闻为主"不

仅无法净化社会风气"而且腐蚀了社会道德"引

起了很多正直之士的反感和不满!对社会新闻进

行批评"是北京 -晨报.媒介批评的重要内容!

$'!$

年
$!

月
$

日" -晨报.刊发 -国民公报.主

编孙几伊 -对于 0晨报1底一些贡献.一文!作

为新闻业的同道"孙氏此文虽借着纪念 -晨报.

创刊三周年的由头"但通篇所言不是 -晨报.的

优点"而是该报的缺点"尤其是通过分析 -晨报.

有关社会新闻的问题"进而达到对社会新闻的整

体性批判"具有强烈的媒介批评意义!孙几伊指

出,(-晨报.对于社会"总算是个公正的制裁者

或聪敏的引导者"但有时她底纪载或议论"也有

失检之处"失了她制裁或引导的意义!)

%

#

&作者首

先列举该报关于曹汝霖任江苏水灾筹赈会理事新

闻报道中的 (失检)之处"然后将笔墨引申到

(北京报纸近来有一种注重社会新闻底倾向)"指

出这本来是报纸新闻报道进步的表现"且此倾向

的产生" -晨报.也有提倡之功"随后批评道,

(以现在看去"各报底社会新闻多不能算是新闻"

一种是剿袭旧说部里底奇闻异事"一种是社会问

题底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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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几伊分析"前者之所以产生"(大

概由于新闻记者"迎合社会的好奇心"只要是奇

闻"便不问是否事实"都采用了"访员又迎合新

闻记者底这种心理"遂闭门造出这一类的新闻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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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此报登了"彼报又登"人名地名虽不

同"但情节完全雷同"甚而至于在一张报纸上面"

前后再见"令人哑然失笑!后者则有一大半为假

造而来!(我亲见一个社会新闻的访员"他告诉我

北京许多社会情形"很有系统"似乎句句都是实

话"我偶然碰着机会"想证实他的话"去探索一

问"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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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新闻"-晨

报.上尤其多"大概是因 -晨报.记者有些注重

社会问题的倾向"于是这些访员便迎合着胡诌起

来!孙几伊指出这种现象的一种危害是,(反过来

说"既有这一类假造的社会新闻"真实的社会新

闻倒不容易见到了!便有真实的社会新闻"也语

焉不详!)

%

&

&即报纸因此而失去了真实反映社会生

活的功能!

人们对外地#特别是外国信息的需求"是促

使近代报刊问世的原因之一!因此"近代报刊诞

生之始"就具有开放的性质"而非一地一国所能

局囿!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使人类历史变成了世

界历史"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世界政治

和经济日趋交融"各国的新闻事业也愈来愈具有

国际化的性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中国的

卷入"使众多的国人渐趋关注世界大势"对国际

新闻的需要日益迫切!但是"近代新闻事业产生

的晚近"以及长期闭关锁国所形成的内向性思维"

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报纸上国际新闻量

少质劣!对国际新闻报道的这种状况"-晨报.表

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抱怨!

$'!!

年
-

月
!%

日" -晨

报.发表了署名 (春江)的 -报纸可不载国际新

闻么.质问道,(不高兴登载外国新闻"现在几乎

成了北京报界的一种风气"有的将从前外国新闻

所占的篇幅减少了!有的将外国新闻移在不紧要

的地位!有的简直一条不载!现在世界固然没有

什么大事"可供大登特登的"然而总有可以登载

的事实"乃竟都看做不必要"这实在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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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为现在已经不是闭关的时代"一般人可不与闻世

界之事"只晓得国内之事"乃至只爱听政界之事!

久而久之"其固陋的程度"势必与日俱增"危险

实不堪言!作者认为在世界一体时代"国际新闻

报道应该 (以读者应知与否为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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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甚至提出

国际新闻至少也可以占得全报之半"再严格采择"

也该有十分之四或者十分之三!但现在各报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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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十分之一也没有"这怎么能行呢:

失实是中外新闻传播中的痼疾"也是最为人

们尤其是读者诟病的顽症!-晨报.对新闻失实问

题多次给予各种形式#角度的分析和批评"以引

起新闻工作者的警惕和改正!在众多的批评文本

中"以刘家
!

的 -新闻为编辑弄不确实的原因.

一文最为全面系统!刘家
!

的这篇文章发表在

$'!$

年
$!

月
$

日 -晨报.创刊三周年纪念号上!

刘家
!

在文中认为"新闻报道的真实与否"不单

是编辑的责任"因为编辑只是新闻传播流程中的

一个环节!编辑虽然有时也参与新闻的采集"但

更多的时候"他是根据他人采集来的资料进行加

工!如果送来的新闻资料有不实之处"编辑很难

加以避免!但是"作为新闻传播的把关人"编辑

不能因此而推卸自己的责任"因为无论是哪一方

面采集来的新闻"都只是供给编辑加工的素材"

至于是否发表以及如何发表"则完全是编辑的自

由和权力"(所以由社会上一般看报的人看来"这

种责任仍然要编辑完全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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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
!

随后重点

分析了假定采集来的材料本身确实"因编辑加工

而致不确实的情况!他认为这一类新闻不确实原

因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意的不确实!这一类

又包括被动和自动两种!前者是因为受到某种势

力的压迫"不得不将新闻搁置"甚而只好昧着良

心造谣$后者则既可能是考虑在发表后会产生不

良社会效果的善意之举"也可能是以造谣为手段"

企图获得某种个人经济利益!第二类为无意的不

确实!这种不确实因是编辑的无意之举"所以更

难以避免!它或是因编辑在选择材料来源和根据

时产生误判"或是在他整理材料时产生失误"或

是在进行文字加工时用词不当"这都可能导致新

闻的不确实!刘家
!

在文章的最后"还顺便对当

时北京的报纸"常在新闻中 (加上若干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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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新闻报道拉大篇幅"以显示自己的报道很特

别的做法提出异议!他批评这种办法"往往会把

新闻的真相埋没了$因为所谓议论"只是编辑者

的个人见解"其见解是否正确"尚未可知"现在

你把它硬加进去"看的人容易为他所限!看报的

人"一般不会去仔细地推敲思考"(所以最容易把

这种议论和事实看作一片"不去自己斟酌"无意

中便把事实的真相弄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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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采取这种编

辑方法"诚然不能就说他有什么故意的作用"但

是这种办法实在很是不妥"所以他希望编辑们要

特别加以避免!

夹叙夹议是中国自古以来就很流行的写作方

法"其特点是一面叙述某一件事"一面又对该事

进行分析和评论"在叙述过程中插入议论"以表

明对人物或事件的认识#态度和评价等!这种写

作方法的好处是笔法既灵活多变#生动活泼"还

可以通过议论性文字起到总起#提示#过渡或者

总结等作用!正是由于这种方法能够具体地记叙

事件"充分地抒发感情"而且能直接揭示所写对

象的意义"因而历来为中国文人所熟知和重视!

而新闻报道则是西方新闻业的产物"在近代新闻

业传播到中国的时候"西方新闻业已经发展到了

大众传播时代"在新闻写作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

规范的把事实和议论分开的报道模式!这种新闻

写作模式经过民国以后一批有留学经历#受过西

方新闻业熏染和影响的知识人的介绍"逐渐传播

到国内"并被一些具有革新思想的知识分子视为

新闻写作模式的正道"从而获得了某些专业话语

的正当性"成为一种媒介批评的标准!对新闻报

道中事实与议论不分的写作模式进行抨击"揭露

其危害所在"这种批评不仅在前述刘家
!

的文章

中清晰可见"而且是五四时期北京 -晨报.开展

媒介批评时一个非常自觉的专业努力方向!

$'!!

年
.

月
,

日"林仲易在 -我们刊行 (新

闻纸问题)号的意思.一文中"向读者明确宣布"

基于新闻纸的使命#目的#如何才能办好新闻纸

这些基本的常识问题"将对新闻领域存在的各种

问题进行抨击"提出 (编新闻都应该用客观的来

记载"不应夹杂编辑者许多的意见于其间"编辑

者对于某问题如有意见"就应该在社论栏里来发

表)

%

$#

&的观点!他指出, (近来北京城报纸"有一

种最流用的编辑法"就是议论和事实混合的政治

新闻"吾人若分解其成分"则议论 *严格说,还

不配叫做议论"只是胡说罢了+常占十分之六七"

而事实只有二三"此种编法"叫作论评"又明明

是记载新闻"叫作新闻"又明明杂有许多编辑者

的意见"简单评他一句"是不成东西!然而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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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东西的新闻纸"还有许多人爱看"并且还有人

叫好"这岂不是怪事么9 其实也不怪"就是一般

人不明新闻纸是什么"该怎么的原故啊:)

%

$,

&其对

新闻问题的抨击和分析"颇具行内人的专业眼光

和胆量"诚可谓切中肯綮!

二#对新闻记者道德失范问题的批评

每一种行业在其职业活动中都有应该遵循的

体现该职业特征#调整其职业关系的职业行为准

则和规范!作为社会信息传播系统"新闻传播在

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具有自己特定内容

的职业道德规范!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并不是抽象

之物"而是表现在具体的新闻传播活动之中!媒

体的社会责任是指新闻从业人员在传播活动中必

须履行的对社会安定#国家安全和公众心智健康

与公序良俗所承担的法律#道德等公共责任与社

会义务!新闻道德水准的高低#优劣"很大程度

上表现为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对社会责任的履

行状况"新闻媒体既是社会的公器"又具有自己

的经济利益诉求"这种集多种属性于一身的现实"

使其常要面对和处理不同的价值冲突"要兼顾社

会公共利益和媒体经济利益的双重诉求!但在
!"

世纪
!"

年代前后的北京"乃至全国新闻界"新闻

职业道德状况都不容乐观"不仅有偿新闻#虚假

新闻大量出现"而且新闻从业人员借新闻报道行

敲诈勒索之事也时有发生"对社会良善风气的养

成造成了极大危害"令社会各界啧有烦言!抨击

新闻道德失范现象"是 -晨报.五四时期媒介批

评的一个重要着力点"体现出该报对新闻伦理建

设的关切和维护!

早在 -晨钟报.时期"该报就专门刊登了

-山东报界之恶现象.的新闻报道"对山东报界一

些报纸以敲竹杠来维持生存的丑行进行了揭露!

报道说山东报界本极幼稚"从前只有 -简报.-山

东日报.-大东日报.三种"无甚出色之处"不过

日剪津沪报纸上的新闻附以本省琐闻而已!(近来

甫经出版之报"有一二种资本本极薄弱"遂不得

不专以敲竹杠为政策"如财政厅盐运司各富足机

关亦渐以利豍之"以关其口!)有些人见竹杠容易

敲"便动了歪心思!(几思假报以染指"又无资本

开幕"遂仅只赁房数间"贴黄布条二幅"称某报

筹备处"以待竹杠敲成然后出版!)不过"竹杠亦

不易敲"其中大有名堂!(已出版之报"因财政厅

盐运司皆有津贴"省长孙公系总督乡人"根基素

劲"知其决不作买收报纸举动"乃集矢于法院警

厅济南道三机关不息"此三机关素以瘠著"经费

自顾不暇"安有余款以应若辈取求!)因此"在屡

扣罔应之下"又不能找到三个机关长官的劣迹"

于是乎"(日惟提关于个人私德"涉及闺阃之种种

秽言"肆口辱詈"即旧有之山东各报"亦多讥其

无赖!)

%

$-

&该新闻认为"长此下去必将触犯刑律"

不免有法庭相见之日!

刘家
!

在 -新闻为编辑弄不确实的原因.中

对拿新闻作交换以谋取私利的道德腐败行为也予

以痛斥,(当编辑的人"道德不高尚"常常藉此作

某种不道德的行为"这是现在世界上常有的事情"

在我们中华民国的新闻界里更多!因为他要这样"

所以在作的时候"不能不拿造谣来作武器$在目

的已达的时候"又不能不拿造谣来作报酬$所以

他的新闻便差不多没有确实的时候!)

%

$.

&刘家
!

还

提醒人们说,你如果要想认清这种不道德的编辑"

也很容易"只要留心他那主张的常常变更就行了!

确乎如此"新闻领域中的故意性失实"常常出自

那些在立场上朝三暮四#毫无操守之辈!

政治上的收买与新闻记者敲竹杠等腐败行为

互为因果! -晨报.在 -收买报纸是一件最笨的

事.一文中从最终收买无法彻底奏效的角度"正

告那些达官贵人们,(近来新闻记者敲竹杠底风日

盛一日"而一般达官贵人们也似以应酬竹杠"为

当做应该而且必要的事$殊不知你们这钱实在花

得又笨又可怜!试问你们天天作恶"卖官鬻缺"

岂是化几文钱"在新闻记者方面敷衍一下"就可

掩尽天下耳目吗9 如果这样"那真只有你们底世

界了"那一般无钱的小百姓就永无翻身之日

了!)

%

$&

&作者 (闷闷)为此举例道,安福系极盛时"

自己直接办报和间接收买报馆有好几十家"结果

不过在他们全部罪恶之中"再加上一笔收买舆论

的罪!其实舆论何曾被他收买9 最可怜的是他们

花钱找人办报"一家又一家"自以为会有自己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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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报纸在社会上飞舞"一定可以摇惑许多不知

他们罪恶的人$殊不知他们的报除了自己看"社

会上的人就是想看也不见!原来领他们钱办报的

先生"并不把报纸当做对社会说话的工具"只当

做是向东家支钱的报销册!闷闷就亲眼见到当时

有一家报馆每天只印三十份"他们研究最为经济

的办法"是几家报馆公排一块版面"只有报头上

的木戳是各家特制$结果总归是各拿数十份报给

东家和东家有关系的人看!所以说"这种东家不

是一种绝对的冤大头吗9 该作者进行媒介批评的

深刻之处在于"他认为收买报纸与记者敲竹杠互

为因果!(没有以敲竹杠为衣食的新闻记者"达官

贵人就要收买报纸也没有这个市!)

%

$%

&反过来也可

以说"(没人要收买报纸"自然没有秽恶的报纸以

及下三烂的新闻记者"所以我为廓清报界的电气

计"很希望达官贵人有些觉悟!我并不是希望他

们觉悟了不作恶"我希望他觉悟收买报纸底钱花

得冤!)

%

$'

&他希望他们将造孽钱花到别的地方"何

必来做这种害人又害己"搅乱和败坏新闻道德之

事呢9 作者闷闷的希望虽有些不切实际"但批评

的大方向和出发点则有道理!

闷闷在 -北京新闻纸底趣谈.一文中"对作

为首善之区北京新闻界的藏污纳垢"给予了全面

的揭露!他说"就北京报纸和通讯社而论"共有

一百家之多"但其中有许多不但你要买也买不着"

且连名字也不知道!随后他列举了一些自己经历

的北京新闻纸 (趣谈),如在某通讯社编辑室的墙

上粘着份名单"上面写了些当代名人的名字"这

些名人名字头上"有的打了红圈"有的没有!我

们走进去一看"便觉得莫名其妙!后来仔细一打

听"才知原委!这般滑头记者平素有个秘诀"就

是没有新闻时"就摸着头"想想 (今天骂谁呢9)

于是他的新闻就从这个 (骂谁)的话里来!当没

有新闻时"编辑就看看那个名单"查查谁的名字

上头没有划红圈!因为照他的编辑定例"凡属骂

过的都画上红圈"以免在极短时间内"骂重复了"

产生前后矛盾!但有一次编辑不小心"误将奔走

大江南北#热心国是会议的某要人骂了"却忘掉

了加上红圈"恰巧第二日"又糊里糊涂重骂一顿!

该报前一天说"(本社接得南京电"某公于今午在

督军署"与齐督面谈"如何如何!)但是第二天又

说" (某公于今早进府"面谒徐总统如何如何!)

在读者看来"某通信社消息虽然灵通"只是此奔

走大江南北的要人"却未免太神速了"头天下午

既然还在南京"却又怎地下午在北京见徐世昌呢9

于是大众莫不笑其造谣言过于笨拙!其所以弄出

这种笑话来"完全是由于头日编辑时"没有划红

圈所致:

%

!"

&

对新闻记者缺乏常识却不懂装懂#企图愚弄

读者恶行的批评!孙伏园曾在 -晨报.上发表的

题为 -特志之以供科学界之研究.一文对此给予

了强烈的批判!孙伏园在文中说"上海的报纸上

常常有一种志异式新闻"其内容为雄鸡生蛋#母

猪三足#人头豕身#人身豕头等!这些新闻末尾

照例有一句,(特志之以供科学家之研究)!

%

!$

&孙伏

园指出,(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真要请科学家去研

究"不过是志异式新闻的一种结尾语"仿佛是

6须至志异式新闻者:5)!

%

!!

&何以见得呢9 因为在远

没有科学家的古代"这种志异式的文字也早已有

了"内容完全与现在的志异式新闻一样"只是结

尾没有一句 (特志之以供科学家之研究)!现在既

有了科学家"作者明知这些怪事与科学相冲突"

不过是特此反照一笔罢了!在中国近代初有报纸

时"人们都还没有养成看报纸的习惯"加以那时

-申报.的言论不过是劝人戒吸鸦片等等"谁喜欢

听这种干燥无味的话9 于是志异式的新闻便应运

而生了!孙伏园认为"的确有许多人"因为要看

雄鸡生蛋的缘故"无意中看到了世界大势"因而

逐渐超脱雄鸡生蛋这一层次"变成报纸的正式读

者了!而在报纸的编辑者这方面"既用雄鸡生蛋

将读者引诱上了正轨"同时也应该将这下陋的药

饵式的工具抛弃到九霄云外去!(但是"我看现在

能够抛弃这下陋工具的报纸"实在是很少很少!

他们并且变本加厉"造成了一个一定不移的结尾

语"就是 6特志之以供科学家之研究!5)

%

!#

&因此"

孙伏园一针见血地说,报纸上常有的 (特志之以

供科学家之研究)这一句话"如果不当他是一种

刻板的结尾之语"只能说明新闻记者是在有意地

愚弄读者#挑战公众常识罢了"也是一种传播态

度不诚实#新闻道德不良的表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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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的话语特色

!!

媒介批评的基础是对新闻媒体及其行为的反

省"而对新闻媒体及其行为的反省"又根植于批

评主体对新闻媒体及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和定义!

北京 -晨报.的前身是
$'$.

年
%

月
$-

日问世的

-晨钟报."李大钊被聘为该报的编辑主任!在

-晨钟报.创刊号上"李大钊不仅为该报撰写了题

为 -0晨钟1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再造.的代发

刊词"号召青年冲破旧势力的束缚"站在民主自

由的最前列为 (索我理想之中华)而斗争"而且

确立了请读者监督报纸以开展媒介批评的精神!

该报刊登的 -本报编辑部启事一.云,(本报创刊

伊始"力求精审"自愧菲材"深虑弗逮!海内贤

达"如不见弃"幸赐纠绳"无任铭感!)

%

!,

&因此"

积极开展媒介批评"就成为 -晨钟报.及后来

-晨报.的一贯追求!具体言之"该报的媒介批评

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话语特色!

$W

自觉的主体意识

顾名思义"媒介批评是对媒介的得失#利弊#

优劣的指陈"批评的对象是媒介本身"因此"媒

介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我批评的含义"媒介

批评能开展起来并持续下去"需要媒介本身的积

极配合#支持和参与!可以说"社会媒介批评整

体上开展得如何"与社会文化氛围#风气与政治

机制有关"更与媒介主体意识的自觉性有关!而

媒介主体意识的有无#高低则取决于新闻从业人

员对媒体社会功能和责任的体认"取决于他们对

媒介批评功能的充分认同"表现于他们对媒介批

评采取的立场#态度和倾向!-晨报.媒介批评主

体意识自觉性不仅体现在该报经常地大量刊登读

者对媒介的批评性来信#来论"而且通过开设媒

介批评专栏"主动组织报纸从业人员#读者以及

有关人员"对新闻领域的各种问题进行批评!最

能显示该报媒介批评自觉主体意识的是"

$'!!

年

.

月
,

日"该报专门设立了一个名为 (新闻纸问题

号)专栏!该报编辑在 -我们刊行 (新闻纸问题)

号的意思.中交代其发刊意图"因为近年来北京

报纸日渐退步" (我们为供给大家这种缺乏的需

求"特地来刊行 6新闻纸问题号5"读者若肯破费

时间来一读"总可以增进些常识!以后我们还想

以较好的材料"供给大众"这不过我们第一次小

小的贡献啊:)

%

!-

&其所体现的媒介批评意识"在当

时的中国报界确无出其右者!

!W

强烈的现实关怀

现实关怀是一个媒介批评者的责任担当和历

史使命"更是媒介批评的生命和价值之源! -晨

报.媒介批评所指涉的对象"都是当时新闻传播

中所普遍存在着的突出问题"如国际新闻的匮乏#

社会新闻内容的庸俗低下#新闻写作中叙议不分#

新闻工作者借新闻采访和报道之名敲竹杠"等等"

无一不是当时客观的现实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

批评"对其现象加以归纳"对其社会根源进行分

析"都是 -晨报.媒介批评的施力之处和重要内

容!这些新闻传播中的问题和偏向"一般读者也

会有所注意"但由于不掌握专业话语知识"他们

的有关分析和指陈往往不能深入事物的内部"不

仅理论说服力不够"而且也无法得到有效的传播!

-晨报.所刊登的媒介批评文本"很多都出自该社

或其他媒体编辑#记者之手"他们对问题的分析"

由于身处其中"所以往往能够切中肯綮"鞭辟入

里!即便这些批评文本的作者不是媒介中人"他

们绝大多数也都是平常具有阅读报纸习惯#关注

报纸的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报

纸的功能一般都具有一定的了解"对报纸问题的

批评和分析"也都具有相应的现实来源"是自己

的所思所想所感!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媒介批评

天然地会成为折射时代意识的棱镜!正是有了

-晨报.的这些媒介批评文本"为我们认识和理解

!"

世纪
!"

年代中国多样性的新闻生态"提供了另

一幅生动而细腻的参照图景!

#W

浓郁的批判色彩

批判性是媒介批评的本质特征"是媒介批评

最为典型而突出的话语实践特征!媒介批评的批

判性表现在对现存媒介及其关系的审视#否定#

超越"媒介批评的这种否定表面上以观念和现象

的批判为前导"实质上是以媒介的健康发展与完

善"以及更好地为人类服务为根本旨归"体现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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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创新的新闻实践与理想追求!-晨报.媒介批

评的这种浓郁批判性"主要表现在,一是对某种

新闻实践及现象的大力否定"无论是新闻记者敲

竹杠"还是社会新闻报道内容庸俗低劣"抑或是

新闻写作中 (特志之以供科学家之研究)这种为

愚弄读者而故作惊人之语的写作套路"都是新闻

传播中的不正常现象"都构成了新闻传播发展道

路上的逆流和反动"都需要予以抵制和清除!-晨

报.对这些问题的批判"对人们从理论上认识这

些问题的危害"从而澄清是非"树立起正确的新

闻观念"无疑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作用!二是从建

设性的角度提出某些新闻改进建议和努力的方向"

如张维周的 -编辑新闻的我见."从自身 (一年来

编辑新闻的一点经验)出发"提出在处理新闻时

应注意 (考究其是否确实"较量其是否紧要)

%

!.

&这

两个方面"不仅在选择新闻时要注意"在处理新

闻时也要注意!其立论既有编辑经验基础"又有

新闻价值理论色彩"具有很强的建设性!这是针

对当时一些消息报道缺乏新闻价值的反思"从另

一方面体现出了其话语的批判性!

,W

开阔的世界视野

在世界一体化的观念和语境中"媒介已被置

于更为广阔开放的批评视野"不再是一块封闭的

领地!在 -晨报.的媒介批评话语中"它常常是

站在世界新闻传播的角度审视中国的新闻传播"

这一方面表现在它非常关注中国新闻事业在国外

新闻人士眼中的印象"并有意识地通过发表域外

有关中国新闻事业的评价"从而达到会聚中外新

闻观念于一体"开阔国人新闻视野的作用!

$'!!

年
.

月
,

日"该报 -新闻纸问题号.上发表了明

宵翻译的 -中国之新闻事业.一文"这是当时

-北京英文导报.的社论!该篇文章与其他文章共

同组成了该报的 -新闻纸问题号.!这种刻意的稿

件组织配合"不仅起到了丰富该媒介批评专号内

容和稿件来源的效果"而且也使其批评视野得到

了极大的拓展!

$'!$

年
$$

月
$-

日" -晨报副镌.

第
$7#

版刊登了本月
$"

日到北京访问的伦敦

-泰晤士报.社长北岩勋爵的长篇传略"题为 -介

绍世界最著名之新闻家诺士克立夫."是该报当时

驻英特派员陈贤溥的专稿!该报在发表这篇专稿

的时候"编辑又以 (记者)的名义发表了题为

-介绍诺斯克立夫的意趣.的杂感"再次批评中国

新闻事业太幼稚#新闻记者太没有知识#中国一

般人太看轻新闻事业!尤其是杂感文末作者交代

写作缘由,(我们欢迎诺斯克立夫"因为他也是我

们中国人的药!)

%

!&

&可谓一语道出了其媒介批评视

野阔大的内在原因!

-W

平等的对话空间

媒介批评正常有序的开展"需要有一个相对

自由#平等的话语交流平台!-晨报.在组织和开

展媒介批评时"充分地表现出了其积极营造自由

发表批评意见空间的努力倾向"尽可能地通过

-晨报.这块阵地"组织和发表不同声音#不同来

源的媒介批评性稿件!该报发表的不仅有报社以

及同业的媒介批评文章"还有大量来自读者的批

评和建议性稿件"特别是同业及读者对 -晨报.

的批评文章"也都一视同仁"给予见刊的机会!

$'!!

年
.

月
,

日"胡适在 -努力.周报发表了

-政论家与政党.一文"文末 (附论)对北京报纸

在时事报道方面的 (麻木与混沌)提出批评,(即

如董康在这个时候敢出来做财政上的清理与改革"

这种 6掮木梢5的精神"不能不使我们佩服"舆

论对他"至少应该表示一种同情的援助!然而北

京的报界对他只有嘲笑与讥讽"甚至于那主张新

文化的 -晨报.也只有嘲笑与讥讽!董康的同情

者倒是那远在三万里外的伦敦 -泰晤士报.与

-孟彻司脱高丁报.: 这是我们不能满意的!)

%

!%

&对

此"-晨报.在
.

月
-

日 -编辑余谈.栏目中发表

了 -答胡适君.一文"通过事实对胡适的批评提

出反驳!胡适见到该报反驳后"遂致信 -晨报.

对其反驳再提出辩驳! -晨报.接信后"迅即于
.

月
&

日以 -胡适君致本报函.原文刊出!对胡适

的批评以及其后反驳的处理"不因自己的媒介地

位而垄断言论空间"体现出了该报对媒介批评及

其言论自由的深刻理解和积极营造!

.W

多样的文体形式

媒介批评要对某种不正确新闻观念或现象进

行否定"因此"要达到这种目的"媒介批评以议

论文体较为普遍!但是"作为独立的文本体裁"

文体是文本构成的规格和模式"是一种历史内容

'

!&

'

!"!$

年第
!

期



和文化长期积淀的产物"它反映了文本从内容到

形式的整体性特点"属于形式范畴!每一种文体

都有各自的适用范围"采用什么样的文体形式"

要根据实际的媒介批评需要"根据批评对象和批

评目的"进行相应的选择调整和控制"以便取得

预期或者最佳的媒介批评效果!媒介批评没有统

一的文体形式要求"但从追求批评效果最大化的

角度看"媒介批评的文体不应千篇一律"而应多

种多样!从文体形式上看"-晨报.的媒介批评可

谓多姿多彩!既有形式严整的评论"又有灵活的

杂感$既有庄重的社论"又有随意的编辑余谈#

专栏按语和编辑提示$既有出自编辑#记者之手

的行家深度解析"又有来自读者的印象扫描与读

后感$特别是除了一般的议论文体外"还有如

-山东报界之恶现象.那样的新闻报道通讯!值得

注意的是"该报还刊登了中国现代著名戏剧家熊

佛西先生的 -新闻记者.

%

!'

&和焦菊隐的 -逃婚

者.

%

#"

&两个独幕剧本!两者都通过文学手法"对新

闻记者敲诈勒索与丧失职业品格的行径予以了愤

怒揭露和无情痛斥"既有力地拓展了 -晨报.媒

介批评的文体形式"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奉献了

两个颇为经典的新闻记者败类形象!

五四运动同时也是中国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

运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各种思潮风起云涌"

争奇斗艳"呈现出一派动人的繁荣景象!在这种

社会氛围熏染和时代思潮的裹挟下"以及新闻事

业发展的推动下"五四时期的媒介批评也得到了

较快发展!当时中国的新闻机构大部分掌握在军

阀#官僚和资产阶级手中"不仅报纸消息来源单

一"而且充斥着各种虚假的消息"谣言惑众"新

闻界更是各种腐败现象的滋生地"引起了人们的

极大不满和厌恶!在五四运动时期" -晨报. *包

括 -晨报副镌.+上曾发表了许多讨论新闻使命#

新闻理想#新闻功能和社会责任的文章!这些文

章从不同方面揭露和抨击了当时新闻界的各种脱

序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新闻理论的建构"

推动了新闻传播实践"提升了新闻职业伦理水平"

净化了新闻生态环境!

$'#!

年
,

月"曾经的 -晨

报.总编辑林仲易就此回忆道,(记得八九年前我

在 -晨报.时候"和同事张琴南'''现任天津

-庸报.总编辑"刘新锐二君"每周办个 -新闻专

号."专攻击各报编辑的不对"如前几年大家记载

政治新闻"总是夹叙夹议"一条消息参杂许多编

者意见在内"后经我们极力攻击"谓记载新闻应

持客观的态度!大家见说"也感着以前不对"渐

渐改过来了!)

%

#$

&五四时期媒介批评的发展及其表

现"是五四新闻事业发展的生动反映"虽然其中

夹杂着各种难以言传的政治#社会#文化#道德

功利"但确实体现了中国现代媒介批评发展过程

中的一种自觉"散发着一股强烈的民主#科学#

自由#平等的时代气息和专业精神!在一定程度

上"北京 -晨报.的媒介批评并不是该报的个体

性行为"而具有类型学上的整体性意义"它是五

四时期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彰显自身本质存在与发

展内在逻辑的理论话语反映"其中体现出来的开

展媒介批评的主动精神和专业态度"在今天仍值

得我们借鉴和继承!

$责任编辑(强若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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