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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内涵
◎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原所长 文有仁

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西方主流媒体都会从维护

资本主义制度的角度出发在新闻报道中严格自律，它们的

新闻自由绝不会逾越这条底线。

文有仁简介: 1930 年出生于上海，原籍湖北省

荆门市。195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 年转业到

新华社，先后担任俄文翻译、国际文化科学体育组

编辑，苏联东欧组编辑、组长，华沙分社首席记

者。1988 年获波兰知识普及协会科塔尔宾斯基奖

章。1989 年任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在数十年的

新闻生涯中，撰写消息、评述、调研材料、新闻研

究文章，翻译新闻资料达数百万字。多年担任全国

好新闻评委、全国人大好新闻评委、全国青年好新

闻评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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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全国新闻院校、新闻界正在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学习。这无疑

是一件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事，对我国新闻工作者能否很好地发挥自己应有的

作用，做好自己的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在这里谈谈自己的学习体

会，同大家交流。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大体具有以下五个基本内涵，我

在这里着重谈论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

一、喉舌观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认为，在存在阶级的社会里，新闻媒体在传播新闻的

过程中，总要做某个阶级、阶层、党派、集团的喉舌。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

观的一个基本观点。

16 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开始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代表着当时的先进生

产力。16、17 世纪之交，诞生了近代新闻工具———报纸和期刊，成为资产阶

级的耳目喉舌。

2004 年 11 月 22 日，文有仁在俄罗斯宇航控制中心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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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报刊出现不久，西欧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到它们作为资产阶级喉舌在

反对封建制度中的作用和对自己统治的威胁，于是一面采取各种手段加以严

格管理和严厉限制，一面创办自己的报纸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喉舌，作为反

击资产阶级进攻、维护封建社会制度的工具。

西欧无产阶级一登上政治舞台，就注意创办自己的报刊作为无产阶级争

取解放、推动社会发展的工具和喉舌。马克思 1849 年 2 月在 《〈新莱茵报〉

审判案》中说: “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

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

万应的喉舌。”

资产阶级利用报刊作为耳目喉舌，是十分明确的，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初

期还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时期都是如此。尽管有些人公开承认这一点，

另一些人不愿公开承认。有些人自觉当资产阶级的耳目喉舌，有些人则自以

为超阶级、客观、公正，但由于自己的阶级局限和偏见实际上仍然在充当这

一角色。

有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公开承认新闻媒介是喉舌的。当年法国总统蓬

皮杜就曾对记者说，法国广播电视管理局的记者不同于其他记者，不管人们

承认与否，法国广播电视局都是法国的喉舌。

资产阶级只占全人类的极少数，同劳动大众的阶级利益是对立的。资产

阶级新闻媒体为了使自己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新闻报道能为广大受众接受，

极力否定新闻媒体的喉舌性质，掩盖自己作为资产阶级喉舌所起的作用。无

产阶级及其政党以及人民大众的新闻媒体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人民

群众说话，不需要掩饰自己，而是明确指出不同阶级新闻媒体作为不同阶级

喉舌的作用，公开承认新闻事业的阶级性，承认自己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并

自觉按照党和人民喉舌的要求进行新闻报道。

毛泽东同志在 1957 年 5 月 18 日说: “根本问题是新闻本来就是有阶级性

的。新闻的形式并没有阶级性。但是，问题在于内容，表现什么思想、什么

主题、什么倾向，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就有阶级性了。报纸同政治关系

密切，甚至有些形式，有些编排，就表现记者、编辑的倾向，就有阶级性、

党派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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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同志 2002 年 1 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话，再一次明确宣布:

“我们的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

二、党性观

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新闻工作的党性是新闻事业阶级性的集中

表现。

(一) 在阶级社会中，新闻媒体总是有党性的

17 世纪 40 年代，英国形成两个敌对阵营———维护封建贵族统治的保王派

和代表资产阶级、新贵族、自耕农和城市平民利益的议会派。党派性报刊也

开始出现。

列宁总结了无产阶级出版事业，包括新闻工作的经验，提出了包括报刊

在内的写作事业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

到 19 世纪，西方国家党派报刊的重要性逐步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私人办

的商业性报刊。这些报刊的党派性淡化，但阶级性依然是十分强烈的，表现

在千方百计维护资本家利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坚持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

方针和立场。这种阶级性实际上还是资产阶级党性。

现在西方某些人在极力攻击我国新闻事业的党性，鼓吹中国新闻媒介应

当淡化乃至消除党性。他们这种主张是别有用心的。李长春同志 2003 年 9 月

23 日讲话指出，资产阶级新闻观宣扬的所谓“社会公器”、“第四权力”等观

点，反对新闻管理的观点，“实质上都是在否定新闻的党性原则，否定新闻媒

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的性质，否定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其最终目的就是要

搞乱人们的思想，搞垮我们的党和国家。”

(二) 党性的基本内涵

1. 党领导的一切新闻机构应当成为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应当 “政治家办

报”，坚持正确导向。

2. 党性原则要求我国新闻宣传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媒体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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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

3. 党性原则要求新闻工作者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群众路线。

4. 党性原则要求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新闻工作的真实性原则。

(三) 引进 “人民性”，提出党性和人民性 “各有侧重，不可偏

废”，这是完全错误的

提出“人民性”的人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

益而奋斗”不包含在党性的内容之中，是 “人民性”的内容，因此，党报才

既要有党性，又要有“人民性”。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党性不包含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内容，那还是共产党的党性吗?

(四) 传播学、新闻学与党性

传播学和新闻学研究的对象和内涵不同，可以互补，但谁也代替不了谁，

因此都有必要加以研究。然而，提出以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从而避开作为新

闻工作核心的党性、喉舌等政治概念，这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在实践中

也是行不通的。

(五) 我国所有新闻媒体都要坚持党性原则

坚持党性原则就是要求新闻宣传在政治上必须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不仅

各级党报要这样，部门和专业性的报纸也要这样。

三、真实观

我国十分重视新闻的真实性，把这一点提高到新闻工作的无产阶级党性

原则的高度来认识。江泽民同志说: “新闻的真实性，就是要在新闻工作中坚

持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坦率地指出新闻工作的

阶级性和党性原则，因为我们新闻工作的阶级性和党性，同新闻的真实性是

一致的。”在如何理解真实性方面，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同西方资产阶级新闻观

是有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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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报道的每件事、每个细节都必须真实

新闻真实性的要求不同于文艺真实性的要求。文艺要求艺术的真实，可

以搞艺术夸张、情节拼凑、合理想象。新闻要记录“历史的真实”，具体情节

要真实，绝不允许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绝不允许有任何拔高、合理想象和

艺术夸张。新闻来源要真实、确实、可靠，而来源所反映的事实是否真实，

也要判断、核实，才能决定可否采用。

(二) 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总体真实、发展趋势上把握真实

我们认为，不仅要做到所报道的单个事情的真实、准确，尤其要注意和

善于从总体上、本质上以及发展趋势上去把握事物的真实性。

(三) 关于 “有闻必录”

大千世界每天发生千千万万事件，谁都只能有选择地报道，根本不可能

“有闻必录”。至于如何选择，不同阶级立场的传媒必然有不同的标准。

20 世纪 80 年代，我在担任新华社驻波兰记者。波兰政府新闻发言人每星

期二都举行新闻发布会。只有波兰政府机关报“有闻必录”，次日用两个整版

报道。但美联社只报道发言人谈到的罢工、游行等负面新闻，塔斯社只报道

正面内容，新华社则以正面为主，也简单报道罢工、示威等。

美国新闻学家本·巴格迪坎指出，新闻报道的每一个环节，例如，客观

环境中有无数事件，到底报道哪个，不报道哪个? 其处理都基于价值观念上

的判断。

刘少奇同志说，我们的新闻“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

同时必须是有立场的”。这就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

四、效益观

邓小平同志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

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他特别批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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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6 月，文有仁在华沙访问波兰著名工艺美术家。

“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江泽民同志强调，“坚持把社会

效益放在首位，在这个基本前提下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要始

终把社会效益作为最高准则，当经济效益同社会效益发生矛盾时，自觉服从

社会效益。”

对于这种新闻工作效益观，我国绝大多数新闻工作者都是拥护的。但是

有些人一遇到具体问题，如怎样对待精神产品的商品属性，怎样对待受众的

需求，就忘记了或背离了这种正确的态度。他们还拿国外新闻界如何如何来

说事，为自己的错误主张辩解。

(一) 关于 “新闻是商品”

1. 我国新闻界某些人主张“新闻是商品”、“新闻商品化”。

新闻界有人说，新闻改革应考虑如何实行新闻产品商品化的问题。新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种商品，将按照商品流通的规则生产和消费。

从“新闻是商品”这一观点出发，我国新闻界个别人宣扬新闻 “按等价

交换原则进入市场”，认为搞“有偿新闻”符合等价交换的市场经济原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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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

2. 我国新闻界大多数人不同意“新闻是商品”的观点。

一家新闻业务刊物说，难道当年的红色中华通讯社 ( 红中社) 和今天的

新华社、各级党报采编的新闻是为了到市场上去交换和买卖吗?

3. 西方新闻界许多人都不认为 “新闻是商品”，没有把他们发布的新闻

看作是商品。

西方很早就实行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西方新闻界不认为新闻媒介是

“精神商品的生产基地”，从未说过 “新闻是商品”，而是反对 “新闻商品

化”。西方统治阶级和新闻界许多人的言行都表明，他们把新闻主要作为推行

政策和宣传的工具。

(二) 关于 “读者是上帝”

1. 我国新闻界某些人认为，搞市场经济，新闻界就应当奉行 “读者是上

帝”，像商业界奉行“顾客是上帝”一样。

2. 我国新闻界大多数不同意“读者是上帝”的观点。

一家新闻业务刊物刊文说，既然认为“读者是上帝”，“上帝”的需要必

须满足。可是读者需要是各种各样的，有正当的，也有不正当的。我们作为

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者怎能对读者的一切需要都满足呢?

3. 西方新闻媒介如何看待“读者是上帝”?

西方一些低级庸俗的 “小报”为了追求销售量，大量刊登宣扬色情、凶

杀、犯罪的新闻，打的旗号就是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但是，西方严肃的新

闻机构和正派的新闻工作者对它们嗤之以鼻，不屑与之为伍，不愿降低报格

同它们比发行量。广大的受众也反对“小报”这样做。

西方商业界没有“顾客是上帝”的提法，西方新闻界也没有 “读者是上

帝”的提法。这完全是我国某些人按自己的需要杜撰出来的。

4. 编发何种新闻，如何报道，都必须考虑社会效益。

我国新闻界某些人提出，实行市场经济，就应当废止计划经济年代新闻

工作中实行的“计划新闻”、“报道口径”等对新闻报道的限制。

可是，在实行市场经济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新闻界并非完全没有 “计

01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