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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理解传播即是理解我们所在的社会和时代：传播的目的是按照社会阶层的变化和现实力量的对比关系
来营造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如果把传播视为一种进步力量，视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那么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个维度
的历史进程中，都可以观察到传播的影响。
传播在政治权力的确立与合法化的过程中，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在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过
程中，以多种具体形式——例如平面媒体和电子媒体的信息表现，等等——参与了传统文化秩序的衰
落、现代职业伦理的形成与巩固，以及生活价值观的不断更替。
很多时候，通过大众媒体展现在大众面前的传播行为，被视为主要的社会影响力。
人类的传播行为历史悠久，从远古时代口耳相传的音调，到自然语言向对象语言的过渡；从甲骨竹简
到纸张印刷，再到电子显示屏，都强调了社会主体传播活动的内部反应，或者社会主体间互动反应的
关系。
没有一个信息能够脱离社会结构，或者脱离信息传播者和信息接受者共处的具体环境。
信息的存在方式绝不仅仅是信息本身：信息总是处在传播者和接受者双方的互动关系当中。
可以设想，在一个传播行动当中，我们只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提取特定的信息作为我们意
识当中的表象，来作为支持自己的信念和观念的依据。
当今的时代是一个世界逐渐平面化的时代，这个平面化的过程是通过经济全球化来完成的。
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信息传播技术的全面普及，人类的传播行为几乎与真实时间和虚拟空间形成
一种技术上的平行关系。
一方面，如何建构社会主体间的关系取决于信息传播的行为效益，信息博弈是传播权力社会化膨胀的
表征；另一方面，时空分离的流动结构同时也产生着身份重叠和身份压缩，信息传播的瞬间效益驱动
人类行为的快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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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5年来，《全球新闻事业》已经成为国际传媒领域值得信赖的权威之作。
第五版继续保持声誉，并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为新一代的新闻传播研究者、学生以及媒体从业人员服
务。
本版经过全面修订，增加了新的章节，补充了新的作者，讨论的是当下全球新闻事业最重大的议题和
传媒体制最深远的变革，是一本学理和案例交融的专业教材，为学界及从业人员认识这个日益全球化
、媒体角色日趋重要的世界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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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卫星，四川人。
法国司汤达大学信息传播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学术研究领域包括传播学理论、国际传播和媒介文化，代表性论著有《传播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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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上篇：全球新闻事业：理论观点第一章西方全球新闻学理论导论自由与责任提起新闻自由，“
语义噪音”是其最大的难题。
“语义噪音”指传播者之间对于意义共同理解方面的困扰。
比如，对于新闻自由这个术语就有多种解读。
知识阶层，在更为自由的语境下，支持新闻自由。
一来，它听上去很妙：讨论自由与民主使人在这个日趋黑暗的世界上找到了光明的一面。
让我们听听全世界对新闻自由略显嘈杂的不同见解：我们的新闻界有支持国家政策的自由。
我们的新闻界是自由的，自由到可以对人民的意志置若罔闻。
我们的新闻界无法摆脱社会及传统的束缚。
我们的新闻界是自由的，不过我们仍有道德规范。
除了一系列新闻法外，我们的新闻界是自由的。
不考虑股东、经理和编辑们的私心，我们的新闻界是自由的。
我们的新闻界是自由的，却受制于广告商。
新闻自由属于人民，不是新闻界的特权。
新闻自由是新闻界的权力，与民无干。
我们的新闻界是民主的新闻界。
我们的新闻界不自由亦不民主。
我们的新闻界有不刊载不雅、不道德内容的自由。
我们的新闻界没有逐利的商业大鳄的掣肘。
我们的新闻界不为国际传媒寡头及贪婪的财阀所左右。
如果愿意，还能再举出例子。
在美国，人们简单地认为新闻自由是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权利，美国的记者就一定明了什么是
新闻自由。
然而，实情却远非如此。
《第一修正案》讲到国会不得制定限制自由的法律，但并未言及何谓“新闻自由”，且只字未提自由
有何限制，更没有说清何谓“新闻界”。
也许是出自美国新闻哲学对全球的影响与巨大作用，世界上形成了一个相对明晰的新闻自由的理念—
—基本上是美国的模式。
虽然也有语义上的噪音，但这个概念仍得到了长足发展。
美国定义的核心是：新闻自由是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
请注意美国人基本不谈诸如商业势力、广告商、公民压力集团、发行人、主编等对新闻界的干扰。
它关注的是政府，新闻界的自治——独立于政府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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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最后几个外国新闻机构的名称核定完毕，我舒了一口气。
想想当时陈卫星老师嘱我接受这本《全球新闻事业》的翻译任务还是夏初，如今已到了新一年的立夏
时节。
第一次“面见”《全球新闻事业》的原版是在传媒大学的外文图书室里。
80年代的版本，水红色的封面。
在那个国门刚刚洞开的年代里，梅里尔的这样一本介绍世界新闻业概况的书，为我们“打开了看世界
的窗口”。
同样，2009年这本书的第五版也让我们获悉其他国家记者的生存状态：“红包”可不是中国记者的“
专利”，你看非洲有“贡博”、俄罗斯也有“车马费”；有比咱活得“滋润”的，如北欧诸国的同行
；当然也有比咱活得惨的，阿富汗人和伊拉克人⋯⋯他们命如草芥。
没有深奥的理论，没有晦涩的“主义”，《全球新闻事业》以开放的心态告诉我们世界同行们的活法
，并对我们要往哪里走、别人走了哪些弯路进行了探讨。
对于这本书的解读，我们不应满足于了解。
我想，在这本书提供的事实基础上，有很多“盲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比如，新闻自由的评级。
这种评级是如何得来的？
虽然，国内学者几乎每年都有立场坚定的表态，却很少有人真正细究这个问题。
无论这种评级友善与否，我们只有了解了它的依据，才能“有的放矢”，不是吗？
展江老师对本书的上篇进行了审读，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教会了第一次接受译书任务的我很多的
好方法、好习惯。
我个人认为，新闻传播学“译界名家”这个称号对他不是谀赞。
《全球新闻事业》是对世界新闻业的全景式扫描，涉及的国家众多，文化、语言又不尽相同。
一个人完成这样“鸿篇巨制”的翻译是不可能的，幸好，我有很多学习小语种的师妹（学外语的女性
偏多，传媒大学尤甚）。
在这里，我也要感谢她们的帮助，陈丝纶、夏天、王礼陈、钟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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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样本好教材的中文版的问世，对于日益重视国际新闻传播理论、教育和实践的中国新闻和大众传播
学术界、教育界和实务界来说，恰如一场及时雨。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　展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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