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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返于媒介理论与媒介现实之间的学术实践

董天策

摘　 要:作为一种往返于媒介理论与媒介现实之间的学术实践,媒介批评 20 世纪 90 年

代在中国大陆走向自觉,体现出对媒介实践的反思理性。 研究者从事媒介批评研究的过

程,可以深化对媒介批评的基本体认。 媒介批评就是对媒介的是非、善恶、美丑、得失的分

析、判断、
 

评价,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评判。 媒介批评具有五个层面,即媒介文本批评、媒介行

为批评、媒介现象批评、媒介体制批评、媒介文化批评。 《学理三棱镜:媒介批评文集》 的内

容,包括九个方面的专题,即:新闻真实与专业操守,言论空间与评论特色,公共言论与价值

理性,媒介事件与新闻炒作,公共事件与舆论监督,人文精神与价值导向,媒体发展与业务

创新,媒介伦理与传播法规,新闻评奖与作品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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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现代传播》刊发关于“媒介批评”的文章,明确提出“媒介批评”的概念,拉开国内媒介

批评研究的序幕。 研究肇始,有学者把英文的 media
 

criticism 表述为“传媒评论”或“传媒批评” ,但
普遍的表述还是“媒介批评” 。 研讨兴起不久,就有学者提出宏大的学术目标:建立“媒介批评学”或

“传媒评论学” 。 经过数年努力,刘建明著《媒介批评通论》 、王君超著《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

法》在 2001 年先后出版,成为国内媒介批评研究的概论性著作,努力揭示媒介批评作为一个学术领

域的基本样貌。
媒介批评研究兴起之前,媒介批评实践已在国内展开,只不过不叫“媒介批评” ,而叫“报刊审

读”或“新闻阅评” 。 大约从 1989 年开始,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陆续开展“报刊审读” 工作,到 1996
年前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纷纷成立专门的“新闻阅评”机构。 这就是说,当学界开展“媒介批评”
研究之时,“报刊审读”或“新闻阅评”已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实践而普遍开展起来,主要目

的是加强传媒管理,加强舆论导向。 除了这种作为管理手段的“报刊审读”或“新闻阅评” ,学界独立

的媒介批评实践也陆续展开。 譬如李希光、刘康等著《妖魔化中国的背后》 (1996 年) 、《妖魔化与媒

体轰炸》 (1999 年) ,张锦力著《解密中国电视》 ( 1999 年) ,李幸著《告别弱智:点击中国电视》 ( 2000
年)等著作的出版,都受到业界与学界的关注。[1]

因此,20 世纪 90 年代到新世纪初,作为话语实践的媒介批评(即“媒介批评实践” )与作为学术

研究的媒介批评(即“媒介批评研究” )已在国内先后登场,成为新闻传播业界与学界共同关注的一

个新兴领域。 在笔者看来,这时的媒介批评已走向自觉。 只有对媒介的批评成为一个独立言说系

统,对媒介批评实践进行理论研究,又在媒介批评理论的指导下开展媒介批评实践,让两者相互促

进,相得益彰,媒介批评才真正走向自觉。 相对于自觉的媒介批评,则是自发的媒介批评,这是一种

事实上形成了媒介批评实践而尚未形成媒介批评观念及其理论研究的状态。 这种状态是媒介批评

自觉的必要基础与必经阶段。 中国自发的媒介批评实践,早在清末民初已经形成。 对此,笔者指导

的博士生胡丹的学位论文《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与媒介批评研究》已做过专门研究,阐明中国媒介批评



起源于或者说“生成”于清末民初,集中体现在维新变法时期、辛亥革命前后、五四时期几个历史

时段。[2]

那么,究竟什么是媒介批评呢? 这自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界定。 笔

者认为:在学术的意义上,批评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指对事物的是非、善恶、美丑、得失做出的分析、判
断、评论。 因此,所谓媒介批评,就是对媒介的是非、善恶、美丑、得失做出的分析、判断、评价,本质上

是一种价值评判,一种评价意见。 这种分析判断或价值评判,可能是对媒介现实的某些问题提出质

疑,加以抨击,乃至否定;也可能是对媒介现实的某些做法总结经验,加以肯定,倡导推广。 换言之,
媒介批评既可以是否定性的批评,也可以是肯定性的评价。 当然,对于缺乏媒介批评传统的当代中

国来说,适当强调媒介批评的否定性指向,加强对媒介现实中各种问题的分析、评论、批判,对于促进

传媒业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3]

媒介批评究竟要批评什么? 或者说媒介批评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在哪些层面展开? 这是必须

明确的问题。 笔者的看法是:“媒介”不仅意味着信息传播的载体,而且意味着信息传播的产品,还意

味着媒介与社会的关系。 唯其如此,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的媒介批评,主要在五个层面展开:其一是文

本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新闻与广告等媒介产品展开;其二是行为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媒介活动中

传播主体的传播伦理展开;其三是现象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某种带有普遍性的媒介现象展开;其四

是体制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媒介体制问题展开;其五是文化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媒介文化问题

展开。[3]

媒介批评的这五个层面,构成了媒介批评的主要领域,展现了媒介批评的巨大空间。 大体上,媒
介文本 / 产品批评、媒介行为 / 伦理批评、媒介现象批评,是媒介批评的基本领域或核心领域,国内的

媒介批评主要在这几个领域展开。 媒介体制批评,是媒介批评的特色领域,因为媒介是体制化存在,
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 所以,媒介体制批评是对媒介的深层次批评,欧美批判学派的批判对象主要

就是媒介体制。 至于媒介文化批评,则与文学批评、艺术批评、影视批评等类型的批评存在着较大的

关联。 面对媒介所传承的大众文化,如果分别从文学、艺术、影视的角度就其美学特质、文艺规律、艺
术成就等内涵展开批评,仍分别属于文学批评、艺术批评、影视批评的范畴;如果侧重从媒介文化的

生产与传播及其社会影响来展开批评,则成为媒介文化批评,或者说成为“文化研究” 。 这样,媒介批

评的媒介体制批评、媒介文化批评两个层面,就与传播学的批判学派以及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具有某

种交融的性质。
笔者对媒介批评的关注,缘于媒介批评实践。 1999 年 5 月,《珠海市新闻舆论监督办法(试行) 》

出台,当时笔者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任教,应成都一家报纸前来采访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等报道出来,觉得不够充分,就把自己的看法写成一篇小文《为珠海出台舆论监督〈办法〉叫好》投给

《新闻知识》 ,该刊 1999 年第 9 期作为卷首语刊出。 本来,自己的学术定位是做理论研究,这篇小文

刊出后忽然醒悟,这不就是媒介批评吗? 2000 年春,应四川省广播电视厅、广播电视学会邀请,参加

当年四川广播电视新闻奖评选,负责人要笔者代表学界在评选会结束时做个总结,仓促间拟了个提

纲就讲了一通,然后整理成一篇小文《强化新闻特性提高宣传水平———1999 年四川年度电视新闻奖

评审观感》发表在《新闻界》 ,让笔者对媒介批评有了更深切的感受。
还有一件事加深了笔者对媒介批评的认识。 也是 1999 年,《华西都市报》首任总编辑席文举先

生找到笔者,希望笔者组织四川大学研究生为其每日出刊的内部《业务交流》撰写报评,就当天《华

西都市报》的优缺点展开批评,或者就该报与其他报纸的得失进行比较。 因为觉得这是培养研究生

独立思考精神和批判分析能力的好机会,就爽快应承下来。 那时,川大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尚未开设

“媒介批评研究”之类的课程,笔者就在“新闻理论研究”课布置了平时作业:每个研究生必须在课程

结束时提交发表在《业务交流》上的数篇报评文章,并附上数百字的个人总结,作为平时成绩。 1999
级和 2000 级两个年级的研究生试验下来,效果很好。 根据学生的自我总结,2001 年笔者写了一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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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文章,把研究生写作报评的成效归纳为四个方面:首先,改变了学生认为理论无用的偏见,使其体

会到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第二,培养了学生审视媒介的专业眼光,使其深化了对新闻业务的感性

认识和理性思考;第三,促进学生对各种知识的融会贯通,使其提高了运用理论来分析、解决问题的

能力;第四,激发了学生对理论学习的热情,特别是使学生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独立分析问题的自

觉性。[4]

从此以后,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笔者一直比较注重让研究生撰写媒介批评文章,作为培养其批

判意识、分析问题、研究学术的一个入门路径。 作为教师,自然不能光说不练,自己也时不时撰写或

与研究生合写一些媒介批评文章。 转眼之间,就到了 2019 年,屈指一算,距离笔者撰写第一篇媒介

批评文章恰好 20 周年。 2019 年暑假,对过往撰写的媒介批评文章略加盘点,且不算为《同舟共进》
杂志撰写的八九十篇刊物点评,也不算为广州市委宣传部撰写的七八十篇《广州日报》阅评报告,单
是在专业期刊公开发表的就有好几十篇。 忽然动了一个念头,何不把这些媒介批评文章结集出版?
于是乎,来回翻检,挑选出 50 篇文章,分成九个专题,即:新闻真实与专业操守,言论空间与评论特

色,公共言论与价值理性,媒介事件与新闻炒作,公共事件与舆论监督,人文精神与价值导向,媒体发

展与业务创新,媒介伦理与传播法规,新闻评奖与作品得失,编成《学理三棱镜:媒介批评文集》 ①。
书稿编成,一个问题涌上心头。 媒介批评文章结集出版,意义或价值何在? 众所周知,媒介批评

文章总是针对某种现象、某个问题而作,具有相当强的时效性。 过了一段时间,还有什么意义或价值

呢? 详加审视,自以为这些文章主要是针对富有理论性的问题而写,具有较强的学理性,或许有助于

相关理论问题的探讨。 媒介批评是一种往返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学术活动。 一方面,媒介批评是对

鲜活的媒介现实进行学理审视,剖析、判断、评价其利弊得失,为业界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帮助业

界弘扬优势,正视问题,修正错误,从而促进传媒业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媒介批评所发现的问题,
所进行的分析,所阐明的学理,所提出的对策,又可以为新闻传播学研究添砖加瓦,或储备素材,或增

添新说,或完善旧说,或更新观念,从而推进新闻传播学的不断深化乃至重构。 在此意义上,媒介批

评可以深化新闻传播学术研究。[5] 这也许是本文集可以出版的一个主要理由。
这本文集的写作时间历经 20 年:从大的方面说,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从 1999 至 2019 年间国内传

媒业发展历程中某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值得总结的经验与教训,对于科学认识或把握这段传媒历史

提供了某些具体的思考片段;从小的方面说,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笔者撰写媒介批评文章的历史轨迹

与致思路径。 此外,学界对媒介批评的理论研究比较重视,新的专著和教材不断出现;而对媒介批评

的话语实践似乎热情不够,专门的文集尚不多见,对于越来越重视媒介批评教学的新闻传播学本科

生和研究生来说,媒介批评文集还不如媒介批评研究著作好找。 于是乎,敝帚自珍,仿佛又增加了本

文集可以出版的某些理由。
需要说明的是,这本文集的有些篇章是跟研究生(写稿时在读)合作撰写的,已在文末分别标出

研究生姓名。 合写的文章,不论是先由笔者提出写作任务与框架,还是先由研究生提出写作任务、共
同讨论写作框架,大都数易其稿,最后由笔者删定。 因此,文中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主要由笔者负责。
这次编辑成书,对文章的某些词句做了必要的修改与润色,特别是按照 2012 年 6 月 1 日实施的新版

《标点符号用法》国家标准统一了某些标点符号的使用,力求行文更加自然流畅而规范,庶几使文章

的事(现象、问题) 、理(道理、学理) 、文(辞章、文采)达到有机统一。 当然,至于是否达到这样的境

界,只有留给读者批评指正了。
笔者对媒介批评的基本观点,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今传媒》杂志记者 2011 年对笔者做的专访中,

因此笔者把这篇专访[5] 作为代跋放在文集最后,以便读者对媒介批评的基本理念有一个大致了解。
十分抱歉的是,这篇专访提到笔者在暨南大学工作期间曾组织过两届全国媒介批评学术会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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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学理三棱镜:媒介批评文集》 ,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出版过两辑《中外媒介批评》 ,当时本来打算将两方面的工作,以及笔者对媒介批评的理论研究,持之

以恒地开展下去。 奈何 2012 年底调入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就任院长,随工作变动带来工作重心的调

整,加上传媒业本身的历史性变革,曾经的媒介批评学术计划基本上付诸东流! 最近这几年在媒介

批评领域继续开展的工作,只是收入本文集的若干篇媒介批评文章。 其中甘苦,如鱼饮水,冷暖

自知!

参考文献:
[1] 　 董天策,胡丹. 中国内地媒介批评论著十年扫描.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2.
[2] 　 董天策. 中国媒介批评的发生学研究成果———评《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与媒介批评研究》 . 新闻界,2015,19.
[3] 　 董天策:媒介批评的空间 / / 中外媒介批评·第 2 辑:卷首语 / / 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
[4] 　 董天策. 媒介批评:新闻教育理论联系实际的有效途径. 新闻界,2001,4.
[5] 　 唐金凤. 加强媒介批评,促进传媒发展,深化新闻学术———访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董天策教授.

今传媒,2011,3.

Academic
 

Practice
 

Between
 

the
 

Media
 

Theory
 

and
 

Media
 

Reality

Dong
 

Tiance( Chongqing
 

University)

Abstract:As
 

an
 

academic
 

practice
 

between
 

media
 

theoretical
 

approach
 

and
 

the
 

reality,media
 

criticism
 

has
 

begun
 

consciously
 

in
 

mainland
 

China
 

since
 

the
 

1990s,demonstrating
 

the
 

trend
 

of
 

rational
 

reflections
 

on
 

media
 

practices.
 

In
 

the
 

process
 

of
 

media
 

criticism
 

research,
 

researchers
 

can
 

deepen
 

their
 

basic
 

understand-
ing

 

of
 

media
 

criticism.
 

Media
 

criticism
 

is
 

the
 

analysis,
 

judgment
 

and
 

evaluation
 

of
 

right
 

and
 

wrong,
 

good
 

and
 

evil,
 

beauty
 

and
 

ugliness,
 

gain
 

and
 

loss
 

of
 

media,
 

which
 

is
 

essentially
 

a
 

kind
 

of
 

value
 

judgment.
 

Media
 

criticism
 

has
 

five
 

aspects:media
 

text
 

criticism,media
 

behavior
 

criticism,media
 

phenomenon
 

criticism,media
 

system
 

criticism
 

and
 

media
 

culture
 

criticism.
 

The
 

articles
 

in
 

Triprism
 

of
 

Science:
 

Collections
 

of
 

Media
 

Criti-
cism

 

includes
 

nine
 

topics:
 

news
 

truthfulness
 

and
 

media
 

professionalism,speech
 

space
 

and
 

commentary
 

char-
acteristics,public

 

opinion
 

and
 

value
 

rationality,media
 

events
 

and
 

news
 

hype,public
 

events
 

and
 

media
 

super-
vision,

 

humanism
 

and
 

value
 

orientation,media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
 

innovation,media
 

ethics
 

and
 

com-
munication

 

law,News
 

awards
 

and
 

work
 

evaluations.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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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ism;academic
 

practice;collections
 

of
 

media
 

cri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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