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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闻起源问题的思考

吴 高 福

本文认为
,

新 闻作为一种早期生成的意识现象
,

它的产 生同人类的物质生产

活动有着直接的
、

内在 的联系
。

人的自觉意识
,

在新 闻起源 中
,

是一个必然的重要

的环节
,

而它一开始就 同劳动联系在一起
。

劳动不仅为早期新闻活动创造 了主体
,

直接产生了主体对新 闻活动的要求
; 而且

,

赋予早期新闻及新闻活动的现实 内容

和现实可能性
。

新闻起源于劳动
。

新闻到底是怎样产生的 ? 开始又是怎样存在的? 人类为什么需要新闻 ?

卡斯柏
·

约斯特说
: “

人类同时又被赋有无尽的好奇心
,

它创造了一种对事物不断的兴趣
,

关于别人的举动行为
,

对于 自然所发生的程序和事情
,

对于不论远近每一个人物的情况
,

都有

无限的兴趣
。 ” “

这些对于事物的好奇心和兴趣
,

是新闻欲的源泉
。 ’ ,①

管翼贤说
: “

新闻的起源
,

是 出于人类新奇性的要求
。 ’ ,②

郑贞铭说
: “

人类需要新闻
,

是基于好奇的天性使然
,

人类固有好奇
,

求知的天性
,

不仅希望

多见
、

多闻
,

更希望无所不见
,

无所不闻
。 ” “
人类的好奇心

,

除
`

见
’

与
`

闻
’

外
,

还会对于事物的真

象与前因后果发生兴趣
,

而作进一步的追问
,

引出其他的问题
,

这都是以满足人类对新闻的渴

求
,

也就是满足人类好奇和求知的天性
。

洲由于人类需要新闻
;而传播新闻又是任何群居动物

的本能
,

所以新闻传播的活动早就发生
。 ’ ,③

刘文钊说
: “

我们讲到新闻的原始
,

就要提到
`

新闻欲
’

的问题 了
,

新闻之所以发生
,

实缘于
`

亲于闻欲
’ ,

人类的本能是富于
`

新闻欲
’

的
,

如果没有
`

新闻欲
’ ,

人类就不会进化
,

文化也决不会

发达的
。 , ,④

以上种种说法
,

我们可以归纳为两点
:

其一
,

认为新闻起源于人的好奇心
,

是人的心理天性

的表现
,

即
:

新闻起源的
“

天性论
” ;
其二

,

认为新闻根源于人的本能
,

是如同动物一样的本能的

表现
,

即
:

新闻起源的
“

本能论
” 。

可以说
,

新闻起源的
“

天性论
”
和

“

本能论
” ,

既是以往关于新闻

起源问题最有代表性
、

影响最大的观点
;
也是唯心主义新闻起源观的理论支柱

。

第一
,

人类是否具有
“

好奇心
”
和

“

对事物的不断兴趣
” ,

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

但是
,

这种
“

好

奇心
”
和

“

对事物的不断兴趣
”

是哪里来的呢? 其最终根源是什么呢 ? 唯心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

回答却截然相反
。

在唯心主义看来
,

这种
“

好奇心
” ,

是上帝赋予的
, “

天性使然
” 。

因而
,

新闻产

生的源泉
、

根源
,

就在于这种人类的所谓
“

天性
” 。

而马克思主义认为包括好奇心在内的人的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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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心理现象
,

并不是上帝赋于的
。

它只能在历史过程中
,

得到合理的解释
,

其深刻的根源在于人

类的社会实践
。

什么是好奇心 ? 所谓好奇心
,

说到底
,

只不过是人对客观事物变化的一种自觉

意识
,

自觉心理而已
。

现代心理科学
,

已经确认
,

人的心理活动绝大部分是 自觉的
。

自觉是人的

心理活动特点之一
。

自觉的活动
,

就是一种意识活动
。

意识
,

就是借助语言实现的对客观现实

的反映
,

是人所特有的心理现象
。

这种包括好奇心在内的心理现象是那里来的呢 ? 是在劳动的

推动下
,

逐渐形成
、

发展的
。

劳动使人具有了发达的脑髓
,

然后
,

才有
“

愈来愈清楚的意识以及抽

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
。 ”

劳动作为人类最基本的实践
,

对于这种自觉心理形成的推动作用
,

不仅表现为动力
,

而且表现为源泉
。

因而
,

从根本上说来
,

包括好奇心在 内的自觉心理
,

不是与

生俱来
,

上帝赋予 的
,

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逐渐产生
、

发展
、

丰富起来的
。

它不是什么灵魂
、

宇宙

精神的产物
,

而是社会实践的产物
。

原始人为什么对在河边抓到的鱼
,

有把它画在河的旁边
,

并

以此传播这一信息的好奇
; 只能在社会实践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

如果说
,

离开了人类的社会实

践
,

人类没有
“
愈来愈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

” ,

没有愈来愈丰富的反映客

观现实的 自觉心理
,

那么
,

这种好奇就永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心理活动了
,

只不过是一种

动物式的天性
。

正因为人不同于动物
,

它才有可能
、

并始终不断地在社会实践中
,

对变化着的客

观事物充满着好奇
、

兴趣
。

因此
,

我认为
,

新闻产生的真正根源
,

并不是什么天性的好奇心
,

而是

深藏在社会实践之中
。

第二
,

在新闻起源的
“

本能论
”

者看来
, “

人类的本能是富于
`

新闻欲
’

的
,

如果没有
`

新闻

欲
’ ,

人类就决不会进化
,

文化也决不会发达的
。 ”
因而

,

他们才断言
: “

由于人类需要新闻
,

而传

播新闻又是任何群居动物的本能
,

所以新闻传播的活动早就发生
。 ”

这种观点
,

实际上是把人降

低为一种动物
,

从而曲解了人的本质
,

混同了人同动物的区别
。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
,

人同动物是

有区别的
。

其一
,

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
,

只表现为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
,

单纯地以 自己存在来使

自然界改变
;而人则可以支配自然界

,

改变自然界
,

并使其为自己服务
。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
,

当

然都有它 自己特定的本质和规律
,

无疑
,

人和动物都在这个必然王国里生活着
,

活动着
。

但是
,

在这个必然王国里
,

动物却是消极的
、

被动的
。

它们只能盲从的顺从自然
。

它的一切活动
,

包括

传播信息的活动
,

不仅只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存在
;
而且

,

只能服从这个必然王国
。

比如说
,

蚂蚁

有可能表现出灵巧的本领
,

它也只是以 自己的存在为限
,

永远无法去支配自然界
,

而只能服从

于 自然界
。

但人则不同
,

他们能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
,

逐步地摆脱那种蒙昧的状态
,

野蛮的状

态
,

不断地掌握客观世界的规律
,

并学会利用它
、

驾驭它
、

征服它
。

他的一切活动
,

包括传播信息

的活动
,

不再是简单地为了维持自己的存在
,

而是有着更为广阔的内容
,

更为高远的目的
。

如果

说
,

人类的
“

新闻欲
” ,

只是如同动物为了自己的存在而发出信息的那种本能
,

那就永远会同动

物一样
,

不可能不断地走向自由王国了
。

那么
,

哪里还有什么
“

本能论
”

者所说的什么
“

进化
”
?还

有什么
“

文化发达
”

可言呢 ?其二
,

从活动这个角度来看
,

动物同人都在活动
,

但动物的活动是盲

目的
,

是在本能的支配下进行的
; 而人的活动则是自觉的

,

是按照自身的各种需要
,

有 目的有计

划地进行的
。

蚂蚁见到食物
,

向其它蚂蚁发出信息
,

只是为了生存
,

因而它只需要
,

也只能发出

这样一种信息
。

而人在共同的劳动和斗争中
,

不仅以各种方式传播内容不同的信息
,

哪里有鱼

可猎
,

哪里又有险情应注意
; 同时

,

还要交流思想
、

传播各种情况和经验
。

比如说
,

南非的布什门

人协同狩猎
,

完毕之后
,

分散为一些小群体
,

但是
,

仍未断绝相互的联系
。

它们
“

彼此之间经常用

火作信号
,

因此知道周围很大地区内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 ’ ,⑧ “

布什门的图画有时候是描绘个别

动物的
,

有 时候是描绘一个完整的场面
,

例如
,

猎河 马或猎犬象图
,

弯 弓射箭和同敌人冲突

图
。 ’ ,⑥如果说

,

我们把这些图画
,

看成是原始人传播信息的一种初始的形式的话
,

那么
,

就可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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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地看出
,

人类的新闻活动
,

从一开始就同动物有本质的区别
,

决不只是什么受本能支配的

那种盲目活动
,

而是有 目的的
、

有意识的自觉活动
。

人的这种自由自觉活动既在社会实践中形

成
; 同时

,

又在社会实践中展开
,

发展
。

它决定着人类不仅需要新闻
,

而且
,

使人类懂得更好地进

行着新闻活动
。

所以
,

那种认为新闻产生于群居动物的本能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
。

第三
,

由于
“

天性论
”
和

“

本 能论
”

者
,

把新闻的起源归结为人 的
“
固有好奇心

” 、 “

求知的天

性
”

的本能
,

因而
,

他们所说的新闻活动中的
“

多见
” 、 “

多闻
” ,

也只能是一种动物式的感官能力
,

而决非是人的新闻感官
。

诚然
,

新闻活动首先离不开感觉器官
,

不经过感觉器官
,

不见
、

不闻
,

就

不知道外界的情况
,

也就无法传递信息
。

但是
,

动物的感觉器官同人的感觉器官是根本不同的
-

一 般说来
,

在新闻活动中
,

主要是靠视觉和听觉这两种感觉器官
。

动物的一切功能都是为了维

持 自身的存在
;
而人的感觉器官— 视觉和听觉

,

同动物的感觉器官根本不同的原因在于
,

人

能进行自由自觉的劳动
。

人正是在这种劳动中
,

在社会实践中
,

把动物式的感觉器官变成了人

的感觉器官
。

这种感官
,

具有了社会化的内容
,

渗透着理性的色彩
。

它是劳动的产物
,

是社会实

践的产物
, “

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
。 ’ ,⑦这样

,

人的感官 (主要是视觉和听觉 )
,

才有可能如

此敏锐
、

及时
、

准确地发现
、

辨别各种信息
;
才有可能具有高度的概括性

,

真正进行由此及彼
、

由

表及里的思维活动
,

从而获得远远超过动物性的感官能力
。

决不是如同
“

天性论
”
和

“

本能论
”

者

所说的那样
,

靠人的什么
“

好奇心和求知的天性
” ,

就可以
“
见

” 、 “

闻
” ,

甚至
“

对于事物的真象与

前因后果发生兴趣
。

从以上分析使我们认识到
, “

天性论
”
和

“

本能论
”

由于混同了人同动物的区别
,

曲解了人的

本质
,

对新闻起源作了生物学和生理学的解释
,

因而
,

无法最终从根本上正确回答人类为什么

需要新闻
,

新闻到底是怎样产生的
。

马克思
、

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发
,

不仅

科学地论证了
“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 ,

正确地 阐明了人的本质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展开的人的

自由自觉的活动
;
而且

,

还揭示 了人的物质生产同一般意识生产的关系二这就为我们正确解决

新闻起源问题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石
。

马克思
、

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说过
: “
思想

、

观

念
、

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与人的物质活动
,

与人们的物质交往
,

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

起的
。

观念
、

思维
、

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的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
。 ’ ,⑧新闻作为一种

早期生成的意识现象
,

它的产生同样同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有着直接的
、

内在的联系
。

新闻起

源于劳动
。

从本质上看
,

它的深刻根源就在人类社会实践中
。

大家知道
,

当人从动物中分离出来以后
,

人类生存的威协
,

首先来自自然界
。

人类要生存
,

战胜有无限威慑力的恶劣的环境
,

于是
,

结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
,

过着群居的狩猎和渔猎的劳

动生活
。

为使这种狩猎和渔猎的物质生产活动
,

有效地满足人类的需要
,

成为人类生存的保障
,

那么
,

人类必须准确的了解周 围世界变化情况
,

及时沟通信息
,

随时交流思想和经验
。

人类早期

的新闻活动就从这里开始
。

要真正把握新闻起源于劳动的命题
,

关键在于在什么意义上理解劳动
。

如果说
,

我们只从

经验性的
、

直观性的层次上去理解劳动
,

必然只能看到劳动就是生产劳动产品
,

这样就永远无

法理解劳动同新闻的内在的
、

本质的联系
。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
,

劳动不仅仅是人的最基本的

本质规定
,

而且是人类整个生命活动形式
,

这就确认了人的一切活动
,

同动物是根本不同的
;
劳

动作为物质生产活动
,

以及 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实践活动
,

是第一性的
、

具有决定意义的
,

观

念
、

思维
、

人们的精神交往是物质生产活动的直接产物
,

这就使人类社会的一切意识现象
,

在人

类的物质关系中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

确认了意识既由劳动实践产生
,

又随着劳动实践发展而发

展
。

这里所说的新闻起源于劳动
,

正是建立在对劳动这样一种普遍意义的理解基础上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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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

具体地说
,

为什么说新闻起源于劳动呢 ?

第一
,

劳动为早期新闻活动创造了主体
,

并直接产生了主体对新闻活动的要求
。

新闻活动

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形式
,

诚然
,

首先是不能离开主体人
,

正是
“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 。

所谓
“

劳动

创造了人本身
” ,

实际上包含着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

首先是语言
,

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

起产生出来的
。

有了语言才有思维
,

尽管与这种特殊形式的语言相一致的思维也是一种特殊的

方式
,

即列维
·

布留尔在 《原始 思维 》中所说
: “

说话离不开自己手帮助的原始人
,

也离不开手来

思维
。 ’ ,⑨然而

,

这才使初始的手势新闻
、

口头新闻有了可能
。

其次是大脑
。

语言和劳动一起
,

作

为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
,

才使猿的脑髓逐渐变成为人的脑髓
,

才有了愈来愈清楚的意识
,

抽象

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
。

第三是感觉器官
。

劳动使动物的感觉器官— 主要是视觉和听觉
,

逐

渐变成了人的感觉器官
。

所有这些都说明
:

人体在生理上的进化离不开劳动
,

而生理进化又构

成了人的意识活动的物质基础
,

换言之
,

劳动为人的早期新闻活动创造了物质基础
。

当然
,

早期新闻活动之所以产生
,

最重要的还是主体的自觉意识
,

而人的 自觉意识的生成

也取决于劳动
。

马克思说
: “

意识起初只是对周围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
” ,

这还是
“

一种纯粹

动物式的意识
” 。L只有当人体生理上的进化

,

并同劳动一起
,

才可能形成
、

发展人的心理能力
,

进而为人类的意识生成
、

发展创造了主体条件
。

前面我们所举的南非的布什门人懂得怎样用火

传递信息
,

使这个部落的人能了解周围广大地 区发生的各种事情
,

就是原始人 由自觉意识所表

现出的一种特殊的
、

初始的新闻活动方式
。

这一点
,

还可以从荷马史诗中所描述的希腊人在特

洛伊战争胜利后
,

用烟火传递胜利的信息作为佐证
。

由此可见
,

人的自觉意识
,

在新闻的起源

中
,

是一个必然的
、

重要的环节
。

人的 自觉意识一开始就同劳动联 系在一起
,

它 同客观存在是相

对的
。

它是主体通过大脑对客观存在的一种反映
。

作为早期初始的新闻活动形式
,

完全可能失

掉
,

又被另一种新的特殊形式所代替
。

但是
,

作为意识
,

则会世代相传
。

新闻活动的形式不断变

化
,

而传递信息的意识
、

观念则不断被积淀
。

这是一个过程
。

新闻
,

这种特殊的精神活动产生的

必然性及发展的可能性
,

都包含在这一过程之中
。

第二
,

劳动赋于了早期新闻及新闻活动的现实内容和意义
。

马克思说
: “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

不外是人通过劳动而诞生的过程
。 ’ ,

@ 劳动正是作为人类的一种最基本的活动
,

在整个人类历

史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和决定性意义
。

劳动这种最基本的活动既构成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存在
;

同时
,

也赋予了人类新闻活动的现实内容
。

原始人过着群居的狩猎和渔猎生活
。

狩猎和渔猎一

方面是原始人劳动的方式
; 另一方面也是人类早期初始的新闻活动的内容

。

从普列汉诺夫曾转

引过的大量的人类学研究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

比如
, “

奥斯汀在澳洲大陆内地的溪

水周 围的岩石上发现了一些袋鼠的腿和人的胳膊的图形
,

凿刻的 目的显然是想表明
,

人和动物

都到这个水泉来喝过水
。 ’ ,L这大约是想向同伴传递这里有泉水

,

并且动物和人都可以喝的信

息
。 “

封
·

登
·

斯坦恩说
,

有一次他在 巴西一条河的沙岸上看到了土人所画的一幅表现本地一

种鱼的图画
。

他于是命令伴随他的印第安人撒下 网去
,

他们便捞出了几条同沙岸上所画的一样

的鱼
。

显然
,

土人在画这幅图画的时候
,

是想向自己的伙伴们报告
,

在这个地点可以找到什么

鱼
。 ’ ,L再比如

:

我国《吴越春秋 》的《勾践阴谋外传 》中所载的《弹歌 》 :

断竹
;
续竹

,

飞土
,

逐实
。

一

般把它称为猎歌
,

其实
,

这也可以说是一则
“

消息
” ,

几乎报道了全部的狩猎过程
,

如何制造工

具
,

如何袭击禽兽
,

如何追逐捕捉
,

反映了狩猎时代的社会生活
。

因此说
,

原始人的狩猎劳动
,

赋

予了早期新闻及新闻活动的现实内容和意义
。

第三
,

劳动直接为早期新闻活动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

劳动使原始人产生了新闻活动的要

求
,

劳动又赋予了这种新闻活动以实在的内容
。

然而
,

这种新闻活动要变成现实的可能
,

必须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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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一定的媒介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媒介可以说是使人类早期新闻活动的要求变成现实可能的关

键
。

对人类早期新闻活动的考察表明
,

这种新闻活动所借助的媒介
,

或是人自身
,

或是与原始人

的生活牧关的事物
,

或直接就是劳动工具
。

可以说
,

它们无一例外
,

都离不开劳动
,

是劳动的产

物
。

人类早期的新闻活动
,

自然同人类初期的劳动生活水平是相一致的
。

因此
,

人类萌芽状态

的新闻活动方式
,

是比较原始的
。

当人类还不能使用完全的语言的时候
,

传递信息必须借助手

势和动作姿态
;
语言的发展

,

又使早期人类新闻活动方式有可能由
“

手势新闻
”

变成了
“
口头新

闻 ” 。「

但是
,

不管是手还是语言
,

它们作为人类文明的确证
,

都离不开劳动
。

除了运用手势
、

声音
、

口语传递信息以外
,

原始人还学会了借助火光传递信息
,

前边我们举

的南非布什门人用火作为信号
,

以传消息
,

便是生动的例证
。

而火正是在劳动生活实践过程中
,

被人类所认识
,

利用
、

支配
,

并成为传递信息的媒介
。

人类初期
,

生活方式
、

生产方式都是原始的
。

任何一件工具
,

既是劳动的工具
,

又是战斗的

武器
,

又借助它们
,

帮助人类传递信息
,

交流思想
。

为了杀死动物
,

它们学会了用弓箭
,

同时又以

弓箭为传递信息的媒介
。

它们又用锐石
、

兽牙打击禽兽
,

同时又在岩石上镂刻各种符号
、

图画
,

向同伴们报告情况
。

刻在岩石上的图形
,

笔划虽则粗劣
,

但是十分清晰
。

说明以粗拙工具为媒

介的原始新闻活动
,

一开始就懂得如何把情况报告清楚
。

也正是由于这些同劳动生活相关或直

接就是劳动工具的媒介被利用
,

人类相互传递信息的愿望
、

要求才有可能实现
。

总之
,

通过以上简单的论证
,

我们完全可以确认
,

新闻起源于劳动
。

当然
,

这里须要明确的

是
,

我们说新闻起源于劳动
,

决不能在劳动与新闻之 间作为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的理解
,

更不

能划等号
。

新 闻同其它许多事物的发展一样
,

其产生必然有其内在因素和外部的各种不同条

件
,

理应尽可能去再现历史
,

认真地探索其内在的各种因素
,

尤其是当时新闻活动主体的心理

状态
、

意识
、

观念的内容
、

特点
,

并找出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
。

这需要另作专文探讨
。

在这里
,

我

们力求从本质上把握劳动 同新闻的内在联系
,

确认新闻起源于劳动的观点
。

这样
,

我们才有可

能真正从理论上批判唯心主义新闻起源观
,

从而科学地解决新闻起源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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