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59卷　第 2期

2006 年 3 月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Humanity Sciences)

　Vol.59.No.2
Mar.2006.249 ～ 252

收稿日期:2005-10-20

论新闻法治的历史相关性

涂上飙 ,江中于
(1.武汉大学报社 ,湖北 武汉 430072;2.广东省工商局 ,广东 广州 510000)

[作者简介] 涂上飙(1965-),男 ,湖北荆州人 ,武汉大学报社社长 ,法学博士 ,主要从事外

国宪法研究;江中于(1969-),男 ,湖北浠水人 ,广东省工商局干部 ,法学博士 ,

主要从事外国宪法研究。

[摘　要] 国内外相关历史表明 ,新闻自由与法治存在着正相关性:发生是同步的 ,发展是

互动的 ,发达是共享的。二者之间既不存在时间上先后关系 ,也不是简单的目的与手段。等待

专门新闻立法和新闻自由至上论都是不可行的 ,需要司法机关在个案中对新闻自由权利与对

应权利进行平衡 ,才能推动新闻自由的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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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发生的同步———出版自由 、革命与法治的确立

法与人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 ,有人的社会生活就会有广义的法的存在 。法治因而也是一个极其古

老的论断 ,对此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那里有较系统地阐述 。然而法治的实现却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

后的事。这场历史性的革命也正是从新闻出版自由的争取开始的 ,革命后的法治建设同样与新闻出版

自由密不可分。

与法和法治相比 ,新闻与新闻自由的出现要晚得多 。尽管人们对新闻的定义还有争论 ,但今天意义

上的大众性新闻 ,由于技术上的限制 ,直到工业革命之后 ,廉价报纸的诞生 ,才有典型意义上的新闻 。而

新闻自由的提出还需要制度规范的确认和规范。历史上 ,新闻 、出版自由正是起因于国家 、政府压制言

论自由 ,特别是有关政府事务的言论自由的行为 ,是针对政府严格控制发放出版许可证 、滥用书报检查

制度和惩罚政治言论的专横恣意行为而来的 。

人类之所以区别并优越于其他生命体 ,在于人的思维能力及其结果———思想的载体 ———书籍 ,否则

其发展也就将极其缓慢。但知识的力量在于创新 ,因此书籍记载的还有人类突破现状的不安分思想。

这种“不安分”无疑是人类发展的必要动力 ,但对当权者来说却构成为一种威胁。有威胁就会有限制。

对出版物的查禁就是古代统治者的一门必备功课 ,至迟在古希腊雅典就有禁止“讽刺他人”的法令 。长

期以来 ,由于出版技术的限制 ,这种查禁也就不会成为一种组织化和制度化的行为。随着印刷术尤其活

字印刷术传至西欧 ,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印刷术在其发明国 ———中国 ,由于语言文字的原因 ,没有立

即形成质的变化 ,到了西欧印刷术得到了发展 ,出版物也随之急剧增长 。查禁作为一种制度 ,正是随着

书籍数目的剧增和思想的广泛传播而产生的 。扩大的图书市场对权力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为此 ,统治

者试图建立专业性的书报检查机构 ,并使之同所有有效的工具和手段相协调 ,连结成严密的大网 ,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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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具有危害性的思想文字悉数消灭于有形与无形之中。1529 年英王亨利二世颁布第一个禁书法案 ,

1530年建立第一个特许制度 。其后西欧各国均予仿效 ,力图加强出版管制。

在中世纪君主专制的统治之下 ,新兴贵族 、城市市民和资产阶级的力量壮大以后 ,革命已是必然。

而必然要转化为现实 ,仍需要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群众发动 。因而革命也就自始也离不开出版物和出版

自由 。在制度化和有组织的书报检查制度之下 ,革命也就自始需要从出版自由的争取开始。出版自由

既是革命的信号 ,也是法治要求的表达。因此 ,1643年英国人弥尔顿《论出版自由》的出版 ,既被新闻学

界视为新闻自由的象征 ,也被法学界视为人类法治要求的象征。

1791年批准生效的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是最早真正明确保护言论自由的法律 。该修正案 ,又称

《人权法案》 :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自由;

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 。该条款成为此后新闻自由制度化和现实化的里程碑 。

无产阶级的新闻自由与社会主义法治的主张 ,也是同步进行的。马克斯 、恩格斯认为教育广大革命

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最好形式是创办一个大型日报。在克服了各种困难之后 ,世界上最早的马克思主

义报纸 、无产阶级最好的机关报《新莱茵报》于 1848 年 6月 1 日创刊出版 。1849年《新莱茵报》出版不

到一年便被查禁 。列宁认为 ,要改善俄国党的组织和思想涣散状况 ,需先从办第一个全俄政治报入手。

但它创办和领导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全俄政治报《火星报》被迫在国外出版 ,先在德国莱比锡创刊 ,后分

别在慕尼黑 、伦敦和日内瓦出版 ,也仍没有避免被停刊的命运。但正是这些新闻报纸才造就了无产阶级

阵营的团结和思想统一 ,无产阶级革命才有可能成功。

二 、发展的互动———言论 、出版自由法制与法治实践

新闻自由在提出时带着强烈的革命热情 ,因而也会“技术的”忽略对这一自由的必要限制 ,但毕竟任

何自由都是相对的自由 ,都只能是在法律之下的自由。革命的直接目标在于破坏 ,革命成功之后的目标

在于建设 。建设需要规则 、法治。法治的进步与完善则离不开新闻自由的推动 。所以 ,在新闻自由和法

治之间必然存在某些“冲突”需要协调 ,二者在互动中共同发展。这一点 ,杰斐逊的事例最具说明力 。

杰斐逊为言论和新闻自由做出了极其有力的理论贡献 。他留下了一段十分著名的话:“民意是我们

政府的基础。所以我们先于一切的目标是维护这一权利 。如果由我来决定 ,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

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 ,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
[ 1]
(第 1325 页)这段语录被美国新闻界作为标准

的范文不断地复制出来 ,高悬于各报社的墙上 。

不过 ,杰斐逊对新闻自由的乐观主义在他担任总统的年代由于屡受报纸的攻击而受到冲击 。他认

为报纸过度自由会造成一种“危险的情况” ,认为新闻的客观性和理性竞赛必须根据美国人民的最高利

益予以限制。所以 ,他呼吁用“有益的压制”来对待“虚假的诽谤性文章” 。在他对新闻自由的乐观信念

与新闻界令人担忧的滥用自由的现实之间 ,在他抽象保证的彻底的新闻自由同他认为在新兴国家中建

设一种完美社会的实际需要之间 ,发生了明显的冲突。但作为一个真诚的民主主义者 ,他从没有提出过

禁止新闻自由。因此 ,在他执政的时期和他所在的国家 ,新闻自由和法治得以互动互进。

近代民主制度确立起来之后 ,各国一般都在法律上抽象地承认了新闻自由 ———隐含在言论 、出版自

由之类的新闻自由。直至今天 ,根据荷兰法学家的统计 ,在 142个成文法国家中 ,有 124部宪法规定了

言论出版自由 ,占 87.3%。宪法对言论出版自由的确认和保障 ,首先应当予以肯定。但实践中这些权

利的行使仍需要进一步的具体规范 。

早期各国宪法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并列规定在同一宪法条款之中 ,是将言论自由狭义的理解为

口头表达意见的自由 ,不涵盖以其他形式发表意见的自由;出版自由又称刊行自由 ,是以印刷的文字 、图

画表达意见的自由。这一说 ,有割裂言论自由与其表现形式的嫌疑 ,但也有其合理性 。言论自由更接近

作为绝对自由的思想自由 ,而出版自由属于涉及他人的行为自由 ,理当予以不同的法律保障。思想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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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自然权利 ,而出版自由属于获得的权利即法律赋予的权利。所以西方有言论与行动区分的二元论;

尽管二者的区分在实践上颇有难度 ,一般主张采用所谓常识标准来识别。

法治对新闻自由的作为不是单向的 。在新闻自由得以规范化之后 ,就对法治发展产生不可替代的

促进作用 。政党政治与司法公正是最好的例子。现代民主法治离不开政党政治 ,政党以政策纲领唤取

支持 ,其党员的发展和政权的取得 ,惟一的资源即其政策纲领 ,而政策纲领作为资源当然需要最大限度

地宣传才能发挥作用 ,因此新闻报刊成为早期各国政党的战略战术要地。民主制度下的党派竞争产生

了对媒介及新闻自由环境的需要 ,竞争各方都要制造舆论 ,公开的政治辩论也刺激了公众对政治生活的

关心 ,以及掌握政治信息和理解政治问题的兴趣。在英 、美 、法等国的现代多党制形成时期 ,大体上也是

新闻开始成为政治生活的一支重要力量并继而推进民主法治的时候。前文所述的杰斐逊的烦恼 ,正是

当时新闻为政党控制 ,进而政党间互相攻击的现实所致 。今天 ,人们习以为常的公众人物隐私权小于普

通人隐私权范围也由此而生。近现代法治实践的早期 ,司法公正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一方面司法

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环节 ,另一方面司法人员并非由选举产生 ,因而不具当时公共机关正当性要求的

民意代表性。因此 ,稍有影响的案件 ,新闻媒体给予以极大关注 ,甚至跟踪报道。在法律赋予的司法审

判权与当时人们视为必然的新闻自由权的互动之中 ,二者几乎同时得以规范化 。

三 、发达的共享———新闻自由的独立与法治的进步

新闻自由的提出和实现 ,从历史上看 ,针对的是压制言论自由 、特别是有关政府事务的言论自由的 ,

是针对发放出版许可证 、滥用书报检查制度和惩罚政治言论的专横恣意行为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形成

为一种类似于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 ———免于干涉的自由。在人们了解和离不开新闻自由的效用之后 ,

尤其在新闻自由与法治的互动过程中 ,人们自然会意识到作为一种积极自由的新闻自由的必要性 。这

就是围绕公民知情权而来的新闻自由和法治的共同发达。

二战是世界历史的重要转折点 。1941年 1月 6日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 ·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年度

咨文》中就指出:“我们盼望有一个建立在四项人类基本自由(上)的世界。第一是言论和发表意见的自

由。”[ 2](第 279 页)1945年 ,曾任美联社总经理 25年之久的肯特·库珀首次提出了“公民知情权利”理论。

1946年 ,美国报刊自由委员会发表《自由而负责的报刊》的报告 ,提出了言论自由的政府 、报刊 、人民三

级结构 ,同时提出大众传播媒体的社会责任问题。新闻自由开始取得与个人言论自由相区别的独立地

位。

自 1955年始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议员约翰 ·莫斯(John E.Moss)就致力于推动立法 ,以迫

使联邦政府向新闻界和公众开放更多的信息。1966年 , “新闻自由法”(Freedom of lnfornm tion Act)

(或译“信息自由法”)最终由约翰逊总统签署生效 。197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 P .斯图瓦特正式提

出第四权理论。

在新闻自由独立以来 ,以其近乎无孔不入的特点 ,不断地促进法治的理性化 、精细化 、形式化 、规范

化。但二者关系并不就此完全顺畅 。在 20世纪 70年代 , 《纽约时报》连续刊载了五角大楼关于越南战

争的高级机密。初审法院予以制止 ,官司打到最高法院 ,终审结果是泄漏机密者受到惩罚 ,而报纸胜诉 ,

仍然继续刊登有关文件。

由于独立后的新闻自由主体更多的是一种机构性或职业性的主体 ,因此 ,当代围绕新闻自由问题的

主要争论是关于新闻出版界能否享有普通公民未享有的某种特权和豁免权 。实践中的这一要求基本遭

到了拒绝 ,各国法院至今基本没有接受新闻出版条款有独立于言论条款之意义的观点。但是 ,这并不意

味着在公共利益问题上 ,作为公众的耳目和代言人的出版界没有享受宪法的特别保护 。宪法为新闻出

版至少提供使出版免受事先限制的保护 。

新闻采集得以宪法保护引起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接触政府机构的文件和政府所拥有的其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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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闻出版界能否享有普通公民未享有的某种特权和豁免权问题不同 ,这个问题涉及政府有没有采取

赞许行动 ,让传播媒介接触它所掌握的信息的宪法责任 。与此有关的另一个冲突是 ,新闻媒介和记者是

否有权对一些消息来源予以保密。新闻界人士认为 ,如果不允许记者对消息来源保密 ,他们就无法得到

公众应该知道的一些消息 。但法院和一些律师认为 ,法院需要充分了解情况 ,以便能够公正审判 ,保护

公民免受不法行为之害。有关的争论仍然没有明朗的结果 。

今天 ,互联网作为全新的新闻舆论载体 ,既冲击着传统的法治体系 ,也冲击着原有的新闻自由体系。

相关争议也没有成型 。惟一可以预测的是 ,新闻自由与法治之间历史上的正相关性不会动摇 ,二者之间

的互动关系仍将继续 。

历史性的考察证明 ,法学界和新闻学界经常需要小心翼翼地划分新闻自由和个人隐私 、公共安全 、

国家机密等 ,从而在公众利益和公众有兴趣知道的事情之间划下一条分界线。然而 ,公众有兴趣知道的

事也往往和公众利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新闻自由是一种相对的自由 ,需要在国家的权力 、民众的兴

趣和媒体的机制之间寻求平衡点。但这个平衡点并不可能是长期统一的 ,因此 ,成文的相关立法并不能

立即改善新闻媒体的两难局面 ,司法界也不可能依据相关成文法就得以轻松地解决新闻侵权案件 。新

闻界和法学界还应当认识到 ,对个案利益进行平衡审查时 ,司法审查的程度在各案中可能大不相同 。因

此 ,中国的新闻自由不能也无须等待新闻法的出台 ,即使新闻法已制定生效 ,仍需要法律界与新闻界的

共同努力 ,新闻自由与法治才可能共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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