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三章十三章 

新闻学的主导性理论

[据《李良荣-新闻间学导论》]



第一节 自由主义报刊理论

l西方新闻体制的基石和主导性理论。

l至今仍是。



一，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产生与开展

l 15世纪，近代报刊开始开展，
l 16世纪，资产阶级为争取新闻出版自由开始斗
争。[但无系统理论]

l 17世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形成了关于人的
理性，人的权利，国家的性质等学说，成了西
方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主要思想来源和根底。

l 其中，英国约翰.弥尔顿与美国约翰.洛克，影
响较大。



l 约翰.弥尔顿《论出版自由》，主张：每个人都有将自
已的思想诉诸社会的权力。言论出版白由是“一切自
由中最重要的自由”，“这自由是一切伟大智慧的乳
母”。

l 约翰.弥尔顿呼吁：“让真理和谬误交手吧，谁又看见
过真理在放胆交手时吃过败仗呢？”。因为人是理性
的，决定了人必定会选择真理，自我修正谬误。

l 约翰.弥尔顿提出了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两大根本原那
么：“悥见的自由市场”和“自我修正过程”。

l 约翰.洛克从理论上论证了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的原那么，
即“生命，自由，财产”，即人人与生俱有的不可剝
夺的权利，即“天赋人权”。

l 约翰.洛克为保障“天赋人权”，提出分权学说。此说
奠定了西方政治制度，包括报刊制度的理论根底。



l 孟德斯鸠从三权分立原那么出发，阐述了言论自由的
重要性。要防止滥用权力，除了用权力制约权力以外，
舆论也可约束权力。而前提是实行言论自由，孟德斯
鸠认为，言论自由是人的一切自由权利中最重要的权
利，没冇这一自由，其他自由无从谈起。

l 18世纪，托马斯.杰克逊[独立宣言起草人，三、四届
美国总统，信奉者与实践者]。力爭了美国宪法第一修
正案。推行自由主义报刊体制确立。

l 托马斯.杰克逊认为，人们利用报纸，自由地交流思想，
才能认识真理，人们的分歧，通过自由讨论而自行澄
清。只有提供新闻的自由和发表各种言论的自由，人
民才能有效地监督政府。新闻自由是人民一切自由和
平安的最大保障。

l 托马斯.杰克逊：“哪里报刊是自由的，并且每个人都
能阅读它，一切就都是平安的”。



l 19世纪初，西方各主要国家根本确立了自由主

义报刊制度。这反映了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
级的进步性。

l 列宁：“出版自由这一口号，从中世纪未到19
世纪，在全世界成了伟大的口号。为什么呢？
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
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争
”[注：封建主疑为贵族]



二，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要义

l根本原那么有四；



l 1，报刊不受政府干预

l政府不得釆取仼何措施干预、收买、控
制报刊。

l政府只应采取措施保护新闻自由，提供
方便。

l例：美国政府与媒体，

l例；警案局长诉讼。

l例；官员的隐私权不受保护。



l 2，报刊拥有对政府的监督权

l政府==公共权力

l “权力必会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
败”

l权力互相制衡的原那么，

l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



l 3，“悥见的自由市场”和“自我修正”
理论



l 4，对事实的信念

l 新闻报道的最终目的不是向公众灌输某种标准
的观念。而是客现反映现实。让人们对外界形
成独立见解。

l 新闻报道的最终目的是确保人民知情权。

l [灌输某种标准的观念是其他领域如宗教、政
治的任务]

l 客观性报道。

l 忠于事实。



三，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现实困惑

l局限性。有片面性与空想成份。

l 托马斯.杰克逊深受其害。



l 1，资本取代行政控制报刊

l [相比行政控制，资本控制要弱些，一是
权力分散不统一因而有选择余地，二是
广告要受发行的抵抗]



l 2，煽情新闻泛滥

l [很黄很暴力----广阔读者的人性弱点
]。



l 3，有垄断化危险。

l 多元化的失去，意味着观点自由市场的解体。

l [不过只要不一家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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