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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新闻理论 探索改革方法
, _

二二二武汉大学新闻理论讨论会综述

武汉大学新闻理论讨论会于十一月七 日至十 日在武昌洛如山宾馆举行
.

出席会议的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甘惜分
、

上海记协主席枯滚
、

武汉大学教授何微
、

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林

枫
、

召解放军报》卢纯 田
、

复旦大学副教授葛迟撒
、

珠海市应用传播研究所所长陈韵昭
、

暨南大学副 教 授马

戎等四十余人
。

会议的中心论题是探讨宣传、 舆论和新闻 的关系间题
。

这是当前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中鲤待研究解 决

的重要课题
。

讨论会围绕着中心论题
,

主要就以下几个间题
,

作了深入的讨论
:

一
、

关于新闻
、

宣传
、

舆论之者的关系大体上有 以下几种学术观点
。

一种认为对新闻事业来说
,

三者是

不可分割的
,

是一回事
。 “
宣铸是人类社会的普浪现象

,

向大众发表新情况
,

就
;
适宣传
” 。 `

新闻事业都是为

了影响人的思想
” 。

新闻起着
“

反映舆论
、

影响舆论
、

形成舆论
’

的作用
, “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起着一种特殊的

调节作用
” 。

新闻就是宣传
, “
就是天气予报
、

寻人启事
、

熊猫产仔
,

也是宣传
, 。 “

任何传播形式都是依据一
定的宗旨

,

为了达到二走的目的
, , “

对信息作出选择和评价
,

表现一定的倾 向就是宣传
, 。

一种认为
“
新闻与宣

传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
” , “

应当将新闻与宣传分开
,

将新闻与宣传报道分开
” 。 “
新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产

生的必然砚象
” , “

在社会上广泛传猫
,

不管靳闻机构报道与否
,

都是新闻
,

照样传播
” 。

宣传是传播视念
,

是
`
宣传一种主张
。

讲主义
、

讲思想
、

讲辩证法
. , “

用事实说话
, , “

事实是证明观点的材料
” 。 . 新闻报道是

新闻机构发表的新闻
” 。

对于社会新闻信息
, “

新闻机构是否报道
,

决定于新闻机构的态度
” 。

这种观点认为
“
要把新闻
、

新闻报道和宣传分开
,
·

混在一起是看不清建的
” 。

一 种 认 为 新 闻 与 宜 传 是 不 同 的 社 会 现 象

,

但 二

者 可 以 结 合

,

可 以 统 一

,

只 是 交 叉 的 关 系

” 。
还 有 一 种 认 为 新 闻 与 宣 传 诚 然 是 内 含 不 同 的 两 种 %L 会 现象

,

但

是

“
新 闻 事 业 本 身 就 是 社 会 新 闻 活 动 和 社 会 宣 传 循

动 相 结 合 而 出 现 的 社 会 舆 论 机 关

。

因 为 它 是 一 个 组 织 的 群

体

,

是 一 个 社 会 机 构

,

是 根 据 一 定 的 宗 旨 处 理 和 传 播 新

_

闻 信 息 的

” ,

所 以
“
对 新 闻 事 业 来 说

,

新 闻 与 宣 传 总 是

熔 铸 一 体

,

不 可 分 割 的

。

关 于 新 闻 与 舆 论 的 关 系

,

有 的 同 志 作 了 专 题 论 述

,

阐 述 了 舆 论 在 吐 会 生 活 中 特 殊 的 调 节 作 用

,

舆 论 形 成

的 要 素

,

舆 论 的 定 义 以 及 舆 论 与 宣 传 的 关 系

,

引 起 了 与 会 者 的 注 意

。

二

、

关 于 新 闻 事 业 的 作 用 ` 有 的 同 志从 新 闻事 业 的 作用 谈 起 来 论 述三 者 的关 系
。

对 新 闻 事 业 的 作 用 发 表

了 新 鲜 见 解

,

提 出 了 有 三 种 作 用

,

并 指 出 这 些 作 用 在 当 前 新 闻 实 践 中 存 在 的 同 题

。

一 是 自 上 而 下 的 指 导 作 用

,

不 够 有 力
,
二 是 自 下 而 上 的 监 餐 作 用

,

非 常 薄 弱

;
三 是 信 息 传 递 作 用

,

很 不 正 常

。 `
新 闻 事 亚 应 当 办 成 人 民

的 良 师 益 友
” ,

不 应 以
`
教 育 者 自 居
” ,

充 分 发 扬 民 主
, “
正 确 开 展 批 评 与 自 我 批 评

,

才 能 发 挥 新 闻 事 业 的 监

督 作 用
冲 ;

新 闻 事 业 要 联 系 群 众
、

联 系 实 际
,

满 足 群 众 日 益 增 长 的 信 息 需 求

。

这

.

些 都 有 赖

于 新

闻 改 革

的

政

洽

体 制 的 改 革

·
· ,

三

、

关 于 新 闻 改 革

,

不 少 同 志 在 论 述 三 者 关 系 时

,

理 论 联 系 实 际

,

提 出 了 新 闻 改 革 的 想 法 和 建 议

,

有 的 同

志 指 出

:
、

嗯

旧

的

新 闻 模 式 还 在 束 缚 着
我
们

, , “
我 们 有 优 良 传 统

,

有 成 功 的 经 验

,

要 继 承

·

但 要 分 清 哪 些 是 旧

的 模 式

,

应 当 冲 破

,

哪 些 是 该 继 承 的

, 。

有 的 同 志 说

:

当 前 国 家 实 行 汗 放 政 策

,

发 扬 民 主

, “

我 们 的 新 闻 事
气 J

一
,

业 也 应 办 成 开 放 性 的

、

民 主 化 的 新 闻 事 业

” 。 “
使 新 闻 事 业 成 为 人 民 行 使 民 主 权 利 的 阵 地

, 。 “
新 闻 事 业 是 人 民

的 公 仆

,

不 能 变 成 教 师 爷

, 。

有 的 同 志 指 出

,

我 们 的 新 闻 事 业

“

缺 乏 社 会 性

。

对 上 多

,

对 丫 少

、

面 向 领 导 多

,

面 向 群 众 少

, 。

新 闻 事 业 要 适 应 时 代 的 主 旋 律

,

必 须 改 革

。

有 的 同 志 认 为

:
讨 论 三 者 的 关 系 很 有 必 要

, “
不

过
,

这 是 新 闻 事 业 本 身 的 问 题

。

还 有 三 个 关 系 之 外 的 间 题

。

三 者 的 关 系 即 使 解 决 了

,

也 还 不 解 决 一 切

。

那

些 不 尽 人 意 的 地 方

,

还 有 待 国 家 政 治 体 制 改 革

, 。

(桑 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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