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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记者职业角色与社会角色之间的冲突 ,反映出社会力量及记者自身对记者职业

活动的不同把握与理解 ,在新闻实践中往往会造成记者的角色偏差与道德缺失 。从微观上看 ,

解决矛盾与冲突的办法可能在于:以古今中外的伦理道德观为理论依据 ,以新闻采集过程中面

对的具体情况为现实依据 ,以不违背社会良知 ,不侵害公民的生命权 、隐私权为行为原则 。从

宏观上来看 ,新闻业与记者角色的正本清源 ,新闻媒介的行业自律 ,社会控制体系对媒介的综

合监督等等措施 ,对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矛盾 ,使各方力量达至均衡 ,从而形成媒介权力与社会

效应的和谐统一 ,是目前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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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新闻改革与媒介发展为新闻记者的职业活动提供了相当灵活的发展空间 ,也成就了许多既

有专业素养 ,又兼具人文精神的职业记者。同时我们也看到 ,随着媒介权力的扩张和记者活动范围的扩

大 ,记者的职业行为与复杂的社会现实之间愈来愈多地发生冲突与矛盾 ,较为突出的就是记者职业角色

与社会角色 、职业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冲突与矛盾。记者的职业角色使其拥有了某些因为这种职业而附

有的特殊的权力 ,记者的社会角色又要求其在社会大系统中承担作为社会人的义务与责任。这就有可

能在记者的新闻实践中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 ,使记者处于备受争议的风口浪尖 ,从而引申出记者的角色

冲突与道德失范问题 。

一 、记者的角色冲突与道德失范

在人类社会活动过程中 ,当一个人同时扮演两种或多种角色 ,或在执行专业任务时 ,往往面临个人

利益 、组织利益 、社会利益与专业责任间的冲突 ,便会产生利益冲突问题 ,陷入角色忠诚度的困境 ,也就

是“角色冲突”。从职业化的角度来看 ,记者的基本职责是发现新闻 ,捕捉信息 ,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真

相 ,向公众传播有用的信息。改革开放后 ,新闻媒体虽然仍然隶属于政府 ,仍然是政治权力的工具 ,但不

再仅仅是政治控制的工具 ,而开始具有了提供信息 、普及知识 、传达思想 、凝聚公众意识 、表达公众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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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限度地评判政府政策 、制约政治权力的功能。同时 ,中国传媒行使监督 、制约功能也具有自身的

特点:既是政治治理结构的一部分 ,又承担了国家与社会“中间领域”的角色 ,开始在一定程度上 、一定范

围内反映社会的要求 ,表达和整合社会的呼声[ 1]
(第 49 页)。由此看来 ,新时期新闻媒介从业人员在社会

中担当着多种角色 ,其中最重要的是———作为“耳目” 、“喉舌”的意识形态角色 、市场竞争主体的角色和

作为“社会公共信息传播者”的角色 。当这三种不同“角色”对媒体从业人员的行为有相异的期待时 ,就

构成了大众传媒最常见的角色冲突 。无论是利益冲突还是角色冲突 ,都是个人或组织的专业角色和其

他角色间冲突的细化 。造成传媒组织及个人角色这种冲突的根本原因 ,是多种角色所追求和维护的利

益之间的冲突———个人/商业利益和公众/社会利益。这已成为现代社会新闻从业人员必须面对的角色

冲突与道德失范问题 。记者在新闻采集与报道过程中的社会良知与人文关怀方面的缺失已成为“四大

公害”之外的另一重要问题 ,危及传媒的社会公信力和新闻记者的整体形象 。

《新闻记者》 2004 年 11 期刊登上海《新闻晚报》国内部记者李宁源的文章《一名新记者的困惑》 ,文

章描述了一群媒体记者在山东采访中国工人在阿富汗遇袭事件中死难者家属时 ,为了完成采访任务而

向一个 88岁高龄的老人残酷地“挖新闻”的场面[ 2]
(第 3 页)。文章提出了当新闻采访中记者的职业道德

与社会公德发生冲突时 ,记者应当如何选择的问题 。近年来 ,一些记者在采访中出现的类似问题还有很

多 ,以致在新闻界和社会公众中引起了一些争论:记者是应当以职业活动为中心 ,不顾一切地抢新闻 ,还

是应当以社会良知为行为的先导 ,维护新闻采访客体的人格尊严与个体利益? 当天灾人祸正在发生时 ,

记者是应该迅速报警 ,或者作为社会成员参与救援 ,尽力避免灾难的蔓延 ,还是端起相机等着灾难发生 ,

以便完成自己的职业任务 ,甚至不顾及周围人的感觉和被采访者是否受到伤害 ,把镜头对准血腥和恐

怖 ,追求报道的感官刺激 ? 2004年 12月 6日晚 ,央视新闻频道滚动播出一条新闻 ,北京一位小女孩“苗

苗” ,被精神不正常的母亲禁锢在房子里长达 4年 。新闻中记者采访了“苗苗”的邻居 ,邻居说孩子可怜 ,

如果不是被母亲禁锢在家里 ,该是读高中了;记者还采访了小女孩的母亲 、街道有关人员 、研究犯罪的专

家等等相关人员 。这样的新闻的确很煽情。然而 ,不少观众评论说:我们在悲愤之余 ,万分仇恨这种“新

闻操作手段” ! 一位豆蔻年华的少女 ,被禁锢在黑暗的房间里 ,终日不见阳光 ,这个时候你知道了 ,不去

报告职能部门组织救援 ,竟然是这样“从容不迫”地“做”新闻 ! 2005年 5 月 10 日 ,新华网以《马路“陷

阱”太坑人》为题 ,报道一名骑车人冒雨经过福建厦门市厦禾路与凤屿路交叉路段时 ,因自行车前轮突然

陷入一水坑 ,身体失去平衡摔倒的情境 ,并为此配发了现场拍摄的照片 。这则报道也引发了网上争议:

新闻记者应不应该这样等着时机拍照。赞成者认为:记者的天职就是忠实的记录事实 ,这种做法无可厚

非。反对者认为:记者这种只顾自己需要不顾他人痛苦的做法 ,是记者人格不健全的表现 。

上述事件都可以看作是记者职业角色与社会角色发生冲突的典型例证 。这些事例反映出同一个问

题:记者在职业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对于新闻人物 、新闻事件的态度与处理方式 ,不被社会公众所认可 、所

接受 ,长此以往 ,其结果势必导致媒介伦理与公信力的渐渐丧失 。

二 、建构记者职业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和谐统一

不可否认 ,现今的新闻媒介的确为社会公众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信息大餐。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 ,处

于竞争日益激烈的媒介 ,一方面在营造着开放自由的媒介环境 ,另一方面也在制造出新的冲突与矛盾。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 ,是媒介市场化的环境导致商业化 、娱乐化 、煽情主义 、功利主义

等等市场运作理念引导媒介无节制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从而导致媒介权力的滥用 ,最终受到伤害

的是道德规范与公众利益 。其次 ,媒介从业人员职业监管体系中的制度缺陷:媒介管理体制的缺陷 ,职

业道德规范的缺陷等 。中国新闻媒介的成长过程正处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中 ,市场经济的发

展为人的自我价值实现和自由发展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 。中国新闻业是在没有制度体系准备的情况

下进入市场 ,在法制化制度环境准备不足的条件下进入市场化运营的 ,没有制约的权力会带来道德的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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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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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 页)。第三 ,是媒介经营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负面效应使然 。由于媒介竞争与新闻生

产的需要 ,记者队伍不断扩大 ,人员素质良莠不齐 ,他们进入媒介行业的动机和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并不

单一 ,使得这一曾经无上光荣的职业光芒渐暗 。同时 ,记者的生存状况也使得一些记者面对职业责任与

现实生活的权衡时无法摆正自己的位置 ,加之社会对记者队伍的关心 、教育不到位 ,造成部分记者在职

业理念 、操守 、责任以及社会良知 、社会责任等诸多方面出现了偏差和缺失 。如何在改革中消融因改革

而起的问题 ,使社会公众能够充分享受到改革所带来的益处 ,无疑是我们迫切需要探寻的问题 。

1.客观辩证地认识与处理记者职业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关系 。究竟应当如何处理记者职业责任与社

会责任的关系? 首先 ,我们应该看到 ,二者大部分时候是不存在冲突与矛盾的。任何职业行为都不能超

越社会公共道德 ,记者首先应该是一个有理智的 、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 。从这个角度来说 ,记者的职业

角色是等同于社会角色的 ,因为记者是社会环境的监测者 ,是公共信息的传播者 ,记者的职责就是为公

众报道每天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新闻事件 ,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其次 ,当二者出现矛盾与冲突时 ,应当

怎么办? 从伦理道德观念层面来看 ,上面提到的关于记者的职业责任与社会责任的矛盾 ,可以从康德 、

穆勒等西方哲学家的道德观和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观中得到启发。康德强调道德的绝对性与普遍性 ,

他认为:道德作为“绝对命令” ,道德上应该之事 ,无法逃避 ,不可模棱两可 ,否则就是不道德。而中国传

统伦理观也强调“仁者爱人” 、提倡见义勇为 、舍身救人 。可见中外伦理道德观念中都包含有“诚实待人 ,

仁爱助人”的人文主义思想。当新闻记者的职业行为与社会责任相冲突的时候 ,人们指责记者违背社会

公德 ,依据的就是这样的观点 。然而 ,穆勒的现代功利主义原则认为:追求幸福是人类的惟一目的 ,为此

必须防止痛苦 ,这样便使人类尽可能地趋利避害。在我们面对多种选择时 ,就应该考虑每种选择可能带

来的好与不好的结果 ,权衡利弊的多少 ,去做出利益最大或损失最小的最佳选择 ,否则便是不道德的。

而中国古代也有这样的古训:“两害相权取其轻” ,这是中国人常用的功利原则。以功利原则为基础的中

外伦理观念可以指导人们在利与害复杂纠缠之时如何做出选择 。

从操作层面来看 ,我们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种情况是 ,记者的采访对采访对象或当事人并

不构成生命威胁或并未造成重大心灵与肉体上的伤害 ,或者面对新闻事实非报道不可 ,非曝光不可 ,没

有其他途径或者其他途径行不通 ,此时记者应当以职业责任为重 ,完成其采访任务 。另一种情况是 ,记

者采访时可能会对被采访对象构成生命权或隐私权的侵害或者被采访对象的生命权与隐私权正在受到

威胁 ,此时记者应当以社会责任为重 ,先保护被采访对象的生命权和隐私权 ,再寻找机会采访 ,即使采访

机会失去了 ,也没有什么遗憾 。2004年末印度洋海啸期间 ,上海《申江服务导报》记者在采访中就表现

出了社会责任高于职业责任的人文主义情怀 。“在浦东机场采访时 ,一对只在游泳衣外裹了条毯子的老

外夫妇格外引人注目 。经历了记者的第一轮“围攻”后 ,他们推着手推车上的两个年幼的孩子 ,孤零零地

站到了机场商场边。他们几乎所有的行李都被冲走了 ,身上一分钱也没有 。他们的身边聚集了很多记

者 ,闪光灯下 ,他们闭上了眼睛 。距离这一家子不到 10米处 ,静静停着一部轮椅 ,一位在海啸中左脚受

伤的女孩低垂着头坐在轮椅上 ,尽管她已被惊惶 、疲惫折磨得几近虚脱 ,然而在众多话筒 、照相机 、摄像

机的包围中 ,这位虚弱的女孩不得不面对无数的问题……我非常钦佩同行的敬业精神 ,为得到真实及时

的新闻而恪尽职守。但是此刻 ,我选择做另一件事 。我和一起来的同事走上前去 ,将我们的衣服脱下 ,

给他们披上 ,然后去商场给他们买了食品和水 。我们没有做采访 。” [ 4]
(第 58 页)。相比之下 ,前面提到的

山东采访事件中 ,记者为了挖掘新闻而不惜伤害风烛残年的老人的行为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因为让老人

知道失去亲人的消息 ,并且很“配合”地痛哭一场 ,在对这一事件的总体报道中并非必不可少 ,只是为了

追求某种意义上的感官刺激或者迎合上级领导的官本位思想而已。一切其实很容易做出判断 ,只是那

些记者对自身角色认同出现了偏差 ,对新闻价值的认同也出现了偏差。湖南卫视曾经跟踪报道过一个

山村的全体村民为让一位老人安度晚年而始终没有将她的儿子已客死他乡的消息告诉老人 ,村民的善

良以及记者的人文关怀与山东采访事件中记者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

2.新闻界需要重提“正本清源”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初新闻界的“正本清源”纠正了过去新闻理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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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许多错误的观念与行为 ,为新闻业的改革与发展理清了思路。但是 ,随着近年来我国社会的转型

与传媒业的改革 、发展 ,新闻媒介正在陷入另一种错误的观念与行为 ,即过分的商业化与低俗化 ,甚至对

“新闻”这一概念的理解也出现了偏差。从上面所列举的诸多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 ,新闻媒介的竞争已

经到了将新闻生产过程完全程式化的程度 ,这种程式化的生产过程就像大工业生产中的流水线一样 ,员

工的职业行为完全是机械而麻木的 ,记者对外界的主观感知也是机械而麻木的。在某些从业人员心目

中 ,新闻已经成了迎合某些读者猎奇 、寻求刺激 ,或者迎合上级领导 ,为官本位思想作宣传的工具 ,而不

再是反映社情民意 ,关注民生的工具。这是媒介的伦理天平正在偏向政治(某些官本位思想严重的人的

政治)利益 、经济利益 ,而无视社会公众利益的表现 。

记者的角色也需要“正本清源” ,记者是社会精神文明的传承者与传播载体 ,当社会公众对记者的职

业行为与社会行为提出要求时 ,既包含了其作为职业角色的行为规范 ,也包含了其作为社会角色的行为

规范 ,这样才能避免社会成员在社会行为中的不完整性。近些年 ,全世界每年因公殉职的记者不少 ,战

争与灾难中的记者往往是在冒着生命危险做报道 。天灾人祸中伤亡记者的鲜血告诉我们 ,记者这个职

业要比其他职业有着更多的肉体牺牲和更高的精神追求 ,因为这个职业不只是关系到从业人员本身获

利的多少 ,还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文明 、良知与和谐发展 。

3.内化记者的职业理念与公德意识 。社会学家认为 ,社会控制过程有两种:内部的和外部的 ,前者

包括那些使人们自发地遵从社会规范的内部过程 ,后者包括通过使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制裁使

人们遵从社会规范的外部压力 。而违规行为的内在化控制 ,就在于当人们把一个群体或社会的规范接

受为他们的身份的一部分时 , “内在化”便出现了 ,一旦一个社会规范被成功地内在化了的时候 ,一个人

即使在没有别人在场的时候 ,也会遵守它。早在 20世纪 40 年代 ,美国哈钦斯委员会在《一个自由而负

责的新闻界》中就提出:“现在 ,一个新闻记者最需要的不是关于本行业的计谋和机器使用方面的训练。

如果他要成为一个胜任的公共事务评判员 ,那么他需要接受最广博和最丰富的教育。” [ 5]
(第 48-49 页)。

媒介的成熟度是社会文化心理成熟的重要标志 ,如果听任某些媒体和记者的道德感及责任心日渐衰退

而不加教育 ,后果将十分严重 。从新闻业的特殊性来说 ,这种教育必须是将新闻职业理念与社会责任意

识转化为一种内在的心理素养 。由此而言 ,新闻自由委员会所说的“最广博和最丰富的教育”应该是指

新闻记者作为一种职业所应当具备的职业道德修养和能够胜任为公共服务任务的必备素质。内化记者

的职业理念最重要的就是倡导新闻业的专业化(亦说职业化)和专业主义 。有学者指出:一种行业的专

业化程度较低 ,其职业行为才需要更多的由外部控制而非来自内部的压力 。而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行业 ,

它的职业角色通过职业理念和精神的内化而形成 ,从而使每个个体能够在从业的过程中自觉担当社会

道义和服务公众的责任。遵循新闻专业主义理念 ,关键是要健全有效的传媒内部自律机制 ,内化记者的

职业角色 。这是新闻媒介在社会控制体系中实现自律与他律的必要途径 ,也是一种职业在社会公众控

制的协助之下达到自我控制的有效途径 。

4.构建监督媒介的社会控制体系。社会控制是指社会控制主体依据社会规范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进

行管制与指导 、对各种社会关系进行调节与协调的过程。构建监督媒介的社会控制体系就是整合社会

各方面的力量 ,完善对媒体的全面监督 。这些社会力量包括政府 、受众 、新闻评议会 、新闻阅评人 、媒介

行业自身 、学界等 ,但政府担当的是社会资源的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全能角色 。因此 ,我国长期以来 ,国家

与社会不分 ,市场经济不发达 ,未能孕育出相对独立于国家的市民社会[ 6](第 711 页)。就目前我国新闻

媒介的社会控制体系而言 ,政府对媒体的监督与控制不可谓不严厉 ,但多见于意识形态领域 ,而社会及

媒介自身的监督与控制往往是缺位的。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们缺少的不是媒介道德的制度安排 ,而是

对制度的行之有效的执行机制 。我们也不缺少媒介批评群体 ,国内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学者已有不少 ,拥

有一大批专业的媒介批评人士 ,而缺少的是这些批评对新闻媒介的约束力与影响力 。在这一点上 ,中国

新闻媒介的制度机制与媒介的现实场域是脱离的 ,学界的媒介批评与业界的职业行为也是脱离的 。而

对于传媒职业道德和工作规范的三种控制模式:受众控制 、第三方控制 、同行控制中的受众控制 ,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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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缺位的 ,除了商业化的媒体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一味迎合受众之外 ,受众在媒介及媒介从业人员的

职业活动中的约束力是相当有限的 。这一方面与国民的媒介素养水平不高有关 ,另一方面也与传统的

媒介权力承袭所造成的媒介权力泛化有关 。因此 ,媒介社会控制体系的建构是非常必要的 ,在调动政

府 、公众 、新闻界自身的积极性的同时 ,还应当发挥行业协会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作用 ,使之

不再仅仅只是在政府部门领导之下的团体组织 ,而是一个能独立行使其监管权力 ,对媒介的职业活动施

加全面影响的行业协会。有必要提升中国记协在新闻界的权威性 ,赋予中国记协更大的自主权 ,并在加

强制度 、规范的实施与监管之外 ,成立一个由学界 、政界和新闻界知名人士组成的独立的媒介批评与投

诉委员会 ,负责监督媒介及从业人员的职业活动 ,接待和处理公民对媒体的投诉 ,并逐步建立有效机制 ,

使其裁决结果在国内各新闻媒体具有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准法律效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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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nflict be tw een the occupat ion ro le and social role of journalist , usually w ill result in

the reporter's role devia tion and morals imperfections in practice of new s report.In the light o f micro

view , the w ay that so lves the conf licts may lie in:according to the view o f the Chinese &Foreign

e thics morals , w ith the concrete circumstance face in the process for actuali ty , don't disobey the social

conscience , don't violate the ci tizen's rights of life and priv acy.In the light of macro view , it is v alid

path that so lve problem current ly that come back the original role of the journalism and journalist , the

pro fession self-discipline of the journalism , comprehensive direct of so cial cont rol system.Only in this

w ay , we can make the media power and social ef fect to un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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