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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之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卷，包括新闻理论、新
闻史、传播学、新闻实务和媒介管理五篇。
收录了《中国新闻学发展的五个历史阶段》、《对刘少奇新闻思想的探索》、《略论我国公民的知情
权》、《全球化时代的传播与国家权力》、《消费者：帝王乎？
奴婢乎？
——读维护消费者权益“春花杯”好新闻》、《舆论监督的回顾与探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电视模式的全球流通：麦当劳化的商业逻辑与文化策略》等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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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新闻理论　研究读者是一门学问　要重视学习新闻理论　中国新闻学发展的五个历史阶段　对刘少奇
新闻思想的探索　新闻创新的理性思考　“新闻自由”不是科学的用语　新闻自由的四个层次　报纸
是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新闻史　“喉舌”追考 ——《文心雕龙》之传播思想探讨　博古与延安《解放
日报》改版　《红星》报伴随红军长征到延安　论新记《大公报》的“四不主义”　党报的力量来自
读者——以当年《新华日报》的实践为例看党报的作用　鲁迅与《申报·自由谈》　斯诺的“觉醒点
”传播学　略论我国公民的知情权　论受众本位　全球化时代的传播与国家权力　“得一门而入”—
—对话研究及其方法论指向　一场国际论争的兴起和一个学术典范的消逝　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
　全球化时代中文网络的价值　网络“虚拟世界”的符号意义　播客：WEB2.0时代的典型传媒形态—
—国内播客现状研究　电子游戏拓展的群体分化与边缘地带　影像现实：媒介时代的情境喜剧新闻实
务　消费者：帝王乎？
奴婢乎？
——读维护消费者权益“春花杯”好新闻　舆论监督的回顾与探讨　精确新闻报道——现状、问题和
教育　美国新闻自由历史性沉沦的里程碑——科索沃战争一周年回顾　V-chip与美国的言论自由　从
法兰克福到伯明翰——西方电视批评理论再析　美国传媒眼中的伊拉克战争：批评报道角度的考察媒
介管理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党报如何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试论“报纸是一种附带有形物的
服务形式”　一个镇电视台的生存战争——新的制度安排是怎样产生的　电视模式的全球流通：麦当
劳化的商业逻辑与文化策略　变化中的俄罗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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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孟德斯鸠的这个说法有很大的毛病，因为帝王和专制独裁者制定的法律是限制或剥夺人民的基本
自由、基本权利的，遵守那种法律，人民就没有自由可言。
　　1789年法国大革命发表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说：“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
为。
因此，各人的自然权力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
此等限制仅得以法律规定之。
”这个说法比孟德斯鸠前进了一大步。
但是，“无害于他人”这个概念太窄，又不明确。
　　我国《宪法》的第二章 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这一章有24条（第三十三条至第五十六条），前18条（第三十三条至第五十条）讲我国公民的自由和
权利。
第五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
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自由和权利。
”　　我认为，我国《宪法》对“自由”的限度的这个解释、这条规定，是迄今为止最准确、最科学
的解释。
　　可是，我国一些撰写新闻学文章的人搞“断章取义”，只强调《宪法》第三十五条“公民有言论
、出版⋯⋯的自由”，并擅自改为“公民有新闻自由”；不强调，甚至完全不提《宪法》第五十一条
，即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应负的责任。
　　大概是为了防备有人“断章取义”，联合国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
宣布每一种自由、每一种权利的同时，又规定了对这种自由、这种权利的限制。
其第十九条宣布人人有意见和发表之自由，同时宣布行使这项权利应受到的限制：“（甲）尊重他人
的权利和名誉；（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　　不仅如此，联合国这个公约的第二十条还规定：“一、任何鼓吹战争的宣传，应以法律加以禁
止。
二、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强暴者，应以法律加以禁止。
”　　我在前面说过，约翰·弥尔顿提出的“出版自由”，主旨是废除事前审查制，改为事后依法追
惩制。
今日世界各国公认的“出版自由”指的是：已经在政府主管机关登记、注册，取得经营执照的报刊社
、出版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大众传播媒介，在其出版、广播、映出之前，不需经受政府审查；其
出版、广播、映出的内容如果违法犯罪，政府和司法机关可以依照法律予以处分或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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