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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方新闻传播的多元矛盾与导向特征

张 惠 仁

几年以来,社会上有这么-种论调,似乎当代西方国家存在着新闻传播的
“
完全客观

’

和
“
绝对 自曲

”
。实 l禾情况究竟如何?本文拟利用一些比较新近的西方新闻学著作中的材料

予以论述,揭露其维护垄断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本质。

与新闻传播共生的多元矛盾

在西方曾经有人认为新闻是
“
笫三势力

”
或

“
第四杈力

”
。但近年来一些西方新闻传播

专家们已经提出了根本性的怀疑。法国的贝尔纳说: “
很多人经常说新闻是

‘
第四权力

’
,甚至

他们似乎认为这个权力已成了第一位,因为它实际上统治着其它杈力,这种假设显然是天真

的。因为如果新闻果真拥有如此大的权力,世界就将与现在大不一样⋯⋯”
①。这是因为,

在西方,任何人都无法否认与新闻传播共生的多元矛盾现象。

一、新闻的客观存在与传播的选择性、意向性之间的矛盾

新闻的本源是客观存在着的事实。但客观存在着的事实不被传播者认识与弘扬时,它并

不具备新闻的属性。认可其为新闻,这是一种主观选择,是主客观相吸相融的结果。只有当

事实具有排除传播者某种不确定性,使其感知了新鲜信息、克服了某种盲目性或填补了其某

种认知空白时,传播者才认可其为新闻而加以扩散。雨当受者也具有相同感受时,事实才被

最后
“
验证

”
为新闻。但传者与受者对事实的认知不能不受一定社会的认知水准、社会关系与

智熵的制约。更何况新闻多数都已是经过
“
制作

”,摆脱了
“
原始新闻

”
的属性的,无 “

无

主题新闻
”
;而新闻在版面上的具体处理 (或突出其作用,或减弱其作用 ),便 更 是 -种

“
无形的社论

”,无一不凝聚着传者的
“
主观性

”
,雨受者同样具有这种

“
主观 性

”
。 因此 ,

这便构成了新闻事实、新闻信息的客观性与传播中的主观性的矛盾。

二、新闻传播途径的无限性与对传播的高度垄断性及严格限制性之间的矛盾

凡是有传者与受者的双向交流,便有信息。由之,而又可导致新闻信息的被 选 择与传

播。就总体雨言,任何时空,都无法限制新闻传播的客观存在,此谓其之无限性。哪怕在最

原始的情况下,新闻传播都可以寻找到自身存在的相应形式,如
“
新闻纸

”
产生 (甚至远至文

宇产生)之前,人们就可以用图画传递信息,如用画一条鱼来表示
“
这里有鱼

”
。也可用物

传游信息,如古代波斯帝国的大琉一世与人交战时,敌方派人送来四种东西:一只鸟 (“你

应象鸟-样飞离
”

)、 -只 鼠(“抑或你应象鼠,逃遁于地下
”

)、 三只蛙 C“要么,你就象

青蛙般地跳隐于水中
”

)、 五只箭 (“否则?我们僳万箭齐发,彻底消灭你
” ),这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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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则传播
“
墩后通牒

”
佶息的

“
硬新闻

矽
。古代最著名的-次 ″

语言新闻传播
”
,则是公

元前硅90年 9月 ,士兵菲迪皮茨从马拉松战场出发,-口气奔跑了硅2,195米 ,向雅典人报道的
胜利消息·而当电报、电台、电视台、卫星传真问世之后,新闯传播的触角更可伸 向它 们
力所能及的任何角落,从而更证明了新闻信息及其传播的无限性。但当阶级 (抑或经济垄断
集团、政治权力集团 )存在时,新闻及其传播又同时受到了诸多的控 制与 限 制。在 私有
制社会,这-特征尤为鲜明。如法国

“
雾月政变

”
成功后,拿破仑便公开宣布: “

在法国,

只能存在独一无二的党派。我决不容许报纸说出和做出有损于朕利益的事情来。
”
他将十几

家报纸削减为四家并收归
“
国有

”
,定为

“
官方报纸

”
。他更强调: “

我把《箴言报 》变成
政府的灵魂,变为一种强大的力量,而且让它成为我与国内外公众舆论问题的调解人¨⋯。
对于那些支持政府的入来说,《 箴言报 》犹如一声号令

”
②。法国在1881年便有了《新闻法》,

对新闯传播多有限制。其后新闻传播的垄断不断向更加集中化发展。如法国当代报刊,主要
受罗贝尔·埃尔桑、阿歇特、普鲁沃斯特集团.阿莫里集团的垄断。美国拥有1700种 日报 ,

11000种杂志,9000个广播电台和1000个电视台,25oo家图书出版公司、7家电影制片厂Q如
果他们分属于个别的传播机构,他们就应有25000个业主。但美国并没有 这么多业 主。 相
反,这一庞大传播阵容,却只为50家大公司所垄断,更确切地说他们仅由主管这些公司的50

位男人和女人所掌握,他们控制了美国人的
“
所见所闻

”
③。在美国,传播媒介的杈力变成

了-种政治权利。而阿克顿说: “
杈力即腐化,绝对的权力即绝对的腐化。

”
美国2.2亿受众

的信源被享有绝对权利的
“50人”

限制了。这便鲜明地构成了新闻传播的先限性属 性与 有
限性 (内容的、形式的、媒介的、

,时
间的、空间的、级差的限制 )之间的矛盾。

三、新闻事实的真实性与新闻传播的非完全真实的矛盾

尽管当新闻线索初露时,它可能有某种假象,但事实本身却总是以它自身的真实价值而
存在的。一种传括机构如果被认为无时不刻不在百分之百的撒谎时,它将失去一切受众而无
法生存。因此,各种新闻传播都必须在

ˉ定程度上具有真实性的根基。这是由新闻本身所具
有的真实特质决定的。但由于受前述两组主要矛盾所决定,被传播出来的新闻常常有别于本
来的真实性,有时甚至面目全非。至于捏造新闻等,亦绝非鲜见。电视的出现,甚至推翻了
“
图象总是真实的

”
的金科玉言。于是,受众渴望新闻传播,却又经常受到它的愚弄。伏尔

泰等早就诅咒过报纸
“
全是下流的

”
。资产阶级新闻学家,更是道出了发达的西方新闻传播

的真谛: “
半是新闻,半是诱惑

”
,是根据精神病人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编写的、由本人参加

演出,使精神得到发泄而起治疗作用的
“
不成文的心理剧

”; “
新闻揭露了不应该 揭露 的

东西,同时又掩盖了真相
”

④。新闻的真实性与新闻传播的非完全真实性,这一组矛盾,有
时几乎是新闻传播中的孪生姐妹。

四、新闻自由与新闻社会责任论的矛盾

电子新闻的出现,使入类第一次可以
“
超越自然的控制

”
,而 “

自由地传播与获取新闻

信息
”
。 “

新闻自由
”,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发达与民主的标志。人们鄯响往全人类的

“
自由

新闻新潮
”

。西方大国都炫耀自己是
“
新闻自曲之国

”
。但新闻的自由永远与该社会的全面结

构、素质、水平成正比,什么样的社会,有什么样的自由。西方严肃的新闻学家 无 一不认

为: “
强力使用比以前

‘
绝对主义

’
政权还高级的手段占领新闻。曾经鼓动过的西方优秀新闻

棋式,在应用时茈得特刖不方便,输出更加困难
”

。完全的自由,是¨种
“
梦幻

”
⑤。雨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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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胀、泛滥的新闻,也导致了自身的不自由。竞争中的淘汰率增嵩,常徒它们自身 变 为 短

命。一年前,美国的一些家长上街为电视机举行
“
葬礼

”
,抗议传播机构的

“
轰炸政策

”
摧

残儿童。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新闻理论的新潮主流,开始向
“
社会责任论

”
礼拜。它们强

调对新闻传播的选择与限制。雨大众传播学的奠基人和正式创建者韦 尔 伯 ·施拉,则 同是
“
报刊四种理论

”
学派的创始人。四种理论内容之一,便是阐述与强调新闻传播对社会应负

有的责任,反对
“
绝对 自由

”
,反对

“
客观报道

”
。

五、新闻传播手段的进步与新闻传播机构及其人员素质落后的矛盾

按照姜国记者出身的托大勒的观点,目 前世界上已出现了2-3%的 “
未来公民

”
。 “

未

来的幽灵
”

已在全世界游荡。诚然,我们正处在一个中继线上,处于人类第800个生存 代 开

始之际,处于向新技术革命转化的时代。新闻传播工具采集应用了新技术革命的最新成果 ,

显得分外进步。在 日本筑波世界博览会上发行的报纸,被誉为
“
未来型报纸雏型

” , 该 报

只 用7分 钟就完成采访、摄影、撰稿、发稿、排印、发行全过程。参观博览会 的 人 ,在参 观

申即可拿到印有自己照片的报纸。美国俄亥俄州蒂芬城 《蒂芬广告
——先驱报 》办了一种

“

电子报纸
”,其订户以每月6美元的 代 价租用

ˉ台接收机,可在家中
“
索要

”
该报及合众国

际社的全部新闻。卫星传真,不仅可以使人们获取
“
太空新闻

”,可以通过电视 静 止 图 象

及文字查证、学习、复习某些新的知识及其资料,而且可以凭借一张密纹光盘 (“唱片
”

)查

阅一种报纸100年内的资料。而大量
“
预测新闻

”, “
未来新闻

”
的出现更给人们一种

“
跨越

时代
”

的感觉。但是传播工具的先进并不与社会制度成正比,也不能完全标志社会的素质。

很显然,传播工具已超前靠近
“
未 来 社会

”
,而传播媒介的垄断者和控制者·却仍生活在

后工业社会,前工业社会,甚至农业、半农业社会。同时传播者的素质也是落后的,传播的内

容也是落后的,其中某些传播甚至使入滞留于封闭的时代与封闭的社会中,使人矢去在未来社

会生存与竞争的权力与能力。新闻传播正在有意无意地
“
培养

”
着正在被淘汰及即将被淘波

的人。而且,这一组矛盾还将持续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

六、新闻传播的威力及其神圣职责与其实际权力、地位之间的矛盾

新闻传播及其媒介,不仅是文化、科学、历史的载负者,而且是社会良知系统的
“
储备

库
”

与
“
代言人

″
。其历史职零是砷圣的,其威力是强大的。人们视其为

“
第 四权 力

”
,

“
第主势力

”,并非无稽之谈。大众传播的三大功能之一是
“
环境监测

”,首先是社会环境

的监测。新闻传播可以制造舆论,舆论又可以影响政府的决策。岂止如此,从资产阶级革命

胜利后的
“
扒粪运动∵开始,西方

“
揭丑新闻

”
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

水门事件
”

的报

道使是明证。新闻传播,可以颠倒黑白,正如马克 ·吐温在 《竞选州长》中所揭露的:传播

婊介所掀动的舆论
“
龙卷风

”,可以使一位德高望重、颇有竞争力的
“
未来州长

”,一夜之

间变成十恶不赦的
“
魔鬼

”
。这一切的ˉ切都表明了新闻传播的

“
权力

”
与

“
威力

”
。然雨

可悲的是新闻媒介本身没有阶级性,而旱有工具性。由于其隶属的阶级及集团不同,它便成

了郝个阶级与集团的工具,连活动着的人——新闻工作者,也不能完全摆脱
“工 具

”
的烙

印。新闻传播机构的隶属性,决定了新闻传播的屈从性。垄断者的颐指气使,便是一定时空

内的传播方针。这样一来,新闻传播机构僳处于工种
“
双重夹击

”
的尴尬处境中。新闰传播

本身极力要保持自身不偏不倚的
“
客观公正

”
的形象,但实际上无论是垄断者与受众都不会同

时满意它。更多的时候,它必须接受来自上述双方的谴责。而作为新闻传播者记者和编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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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
“
杈力

Ⅱ,灿是极∷为有眼的。1凼0年:美国有s个人在光夭化∴目之下暗杀了马萨渚骞坩南

布伦特里的一个工资出纳员及其助手。但被捕并判以极剃的却是鞋匠萨拇和}鱼贩 :子 万 泽第

(他们是意大利移民与芜政府主义者冫。当时,美国正在进行△场出于饿国萃命所硎踺妯

∶·
歇斯底里恐柿

’
的

“
帕尔默大搜捕

”
∶以致对所有外国入都持有戒心∷或摁∷敌∷视态度:太|多数报

纸∴都支持这次大搜捕,并推波助澜地要求尽快给萨柯和万泽第定罪1后来;记者们证实
'了

该

州弃盎作嵌并隐匿证据:编辑部也确认审判严重不公∫但当局拒不改变看法∷当电拥:按邋两

位受害者的电椅时,那强大的电流使15公里外的电灯都闪颤了,;f成千上万个家庭闪过豳黑

暗记录了
‘
两位罪犯

’
的死亡”

⑥。这△著名冤案,成了本 .巴格迪茨写作《传播媒介晚蕊:断 》

书的初衷。这一组矛盾,只要有玫治斗争存在,是不可能解决的。 ¨ ∴∷∴Ⅱ ∷∷∷ ∷

“胶合.点
”的荨柒∫薪渐品辐箝

:∷ ∷ ∷∷∷̄

新闻传播自身:新闻传播机构与新闻垄断者:受众与前
=者

之间,I尽管存在蕾 多元:矛

盾,但在当今社会中,他们又是被同一条锁链维系着。对新闻信息的强烈要求9把矛盾的各

方又联系在一起。受众诅咒新闻传播及其操纵者,是因为他们对新闻信息的合理需求未:能得

到应有的满足。而传播操纵者害怕并阻止真实新闻信息的无条件传播,又正是害怕失去其赖

以生存的受众。受众可以在一定的条仵下摆脱垄断者,但当人类进入信息时代时 , 新 阍信

息被铽予了财富之源与权力象征的特质后,垄断者对于新闻的垄断欲也达到极点,但这种建

浙欲的背后,却是对受众的更强烈的吸引愿望、拄制愿望与害怕其离去的双重心理:失去受

众,它将一事无成。因此,新闻竞争,不仅是占有信息的竞争,更是争夺受众的/斗 争 。∷于

是,受众对信息的需求,以及传播者及其垄断者对受众的需要便是维系各方夹系的十神∫
'胶

合点
”
∶高明的垄断者及传播者,已经发现这-胶合点∴并且寻求着缀东这一胶合点发挥其

作用的途径。他们的第一个发现,便是以强大的新闻信息流及恢恢的新闻传播纲络 绕 蕈F’

受众,使他们永远处于它们的
“
辐射

”
之下。为此丿他们采取了若干措施:   ∴  ∷∷

一、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官方与非官方、商业性与非商业性传播机构的双轨共存 制 ,

尽量使每一种政见都有自己的杂志或报纸。对于发行量小的、不赢利的
“
政治报刊

”
予以密

切重视。他们认为政治报刊 '是意义重大的
”, “

其读者不见得是无名之辈
”
Ⅱ涠此∴即使

仅有12万订户的保守主义周刊 《国民评论 》。仍然占有其∷席之地 :而罗i纳 德∷∷。里 根 更

表示他葚欢读这个刊物。一家商业报纸上有一个显著标题: 《纽哈斯说∷只有ˉ张报纸的城

市并不存在 》。美国的政治报刊 《党派评论 》、 《非洲马克恿主义报 》、 《绿∵色∷和|平 :》 。∶}

甾叠蝥苫茗贾瓴 菖窦晷鸷垂雾菝碹 丨堇尹霸誉菖晷l毒妲盏征FFl∶ ∶【叮叩 l)∷ ∷

自1g世纪初开始,美国对权威持怀疑态度的人数越来越多丿并被视为 阝民主社会∷∶的标

志。因此,新闻传播机构便也以发表
“
怀疑杈威

”
的新闻信息.作为自身进步与 民.圭 的'象

征。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 ·弗兰克林的伯父詹姆士 ·弗兰克林〈波士顿最大的印涮窗)为新闻

增添了一项任务--参与与当局激烈的公开辩论:从此,传播媒介亦酌情传播持不同政见者

的信息。这种做法,吸引了广大受众。但其限度是:不损害本报及本国之利益。̀众多的地方

报纸,更是以姿态多舁的方式,维护自已。至于那些
臼
非官方

”
却依赖雨又影晌 f宙方″·的

潮水般的商业性报刊,则更是无孔不入。适当地保持多元报刊的
“
和平共存

”,既为美.国 的



⒈玫
:治

增添了 f民圭〃∷的彩坏,又形成了覆盖受众的无形的恢恢网络。        ∷∴

∴ ∷‘二劫日大新闻信息的释放量:增强其辐射的频率、面积,形成对受众的强大的射线 冲击

∷波:在美国,几乎每个家庭都至少拥有∵台电视机,总 共8600万 个家庭中,有卩610万 到86硐万

∵台|电视机:这些电视机可以收看919个当地商业电视台和316个非商业电视台《往往附属于果大

∷学 》的节目。40%以上的家庭订用有线电视,这种特殊的电缆系统,可以接收30-53个频道:

Ⅱ这些家庭使用的收音机又大约有48500万 台 (平均每户5台 ,其中m1oo万台装在汽车上 )Ⅱ

∷他们能听到∷1万多家电台的节囝。除少量电台专门播送古典及流行音乐外,其余则一天绷 小

时都播放新闻。而每天出版的报纸,总发行量达6300万份。美国几乎没有一个行业不拥有蘖

少一家重要传播媒介。j塞种发展的结果,不仅使政府及报系集团在政治上、经济上受益,而且

使美国受众 生
ˇ
活在 种无法摆脱的新闻之网当中。

三、增强了对传播双向性的重视,增强了对受众心理、情感倾向及其针对替的研究。 如
.果认为资产阶级新闻传播者仅仅借助于广告、眼晴只盯着流水般的钞票,都将是我们的严重

∷错误。经济上的高度垄断、政治上的
“
有限民丰

”,已经不是西方传播的暴新标志了。绎济

∵影响、政治影响化入心理玫坚才是西方新闻传播的最新方向。君不见:大众传播学的创始人
`

硼阝∷个不是从心理学研究领域戚名的!拉斯韦尔成名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宣传的心理功能

∷分析;莱文是心理学
“
群侉动力论

”
的'窜刂建者;拉扎斯费尔德是著名社会应用学与心理学家;

翟夫兰是王牌心理学家,专门从事信息对人的心理、行为的影响的研究J以美国发行量最大

∷的《华尔街日报 》为例,审扒60年 代开始,考虑到财经金融界读者兴趣与读者心理已演变到

关J0太窆时代科技、影晌美国社会的种族问题、家庭和儿童教育等方面,因 雨在报逍面上作了

极为大胆的改进。目前,它又对90年代的竞争对手心理及受众心理的发展趋势,作了全面顼

测,认为它最重要的是设法压倒别人和迅速适应更加急遽变化的读者心廷的不断的变化,再

度∷更新报道重点与报道方法。所以,有人认为研究《华尔街日报 》史,就是研究美国新闻传

播向心理战转化的历史,逑是很有道理的。

r    ∷ 〃胶合,点
”

的发现 :软性导向的秘密

∶∷ 事∷实证明:尽管西方的新闻传播令人目不暇接.心神为衤震荡。但仔细观察,觋不难发

现表象的卩绝对 自发性
”

与
“
绝对无政府

”
的背后,隐匿着一个无形的强大政府,即以维护

西方
“
进步

”
、 “

民主
”
、 “

科学
”
、 “

文明〃、 “
民族

”
、 “

国家
”
、 “

社会
”

的根本形

象与根本利益即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为最高准则。⋯∵

r 西方的新闻传播从未真正放弃过它的导向作用。不过,它终于发现了秘密:在世纪向信

息化迈进之际,通过新闻信息的传播进行软性的导向,将是最佳选择。这是因为:   .∷
{ ∷新闻传播机构毕竟不是执政者、执法者及垄断者本身,它们既不能强制、命令读者做什

么、
∵
不做什么,亦无法对它实行经济的、刑事的、纪律的制裁 ;

∶∵Ⅱ新闻的感应功能及其特点告诉人们:非商品的新闻传播在多数情况下以商品形式出现∴

受众凭借自身的感应心理遨行抉择。新闻对受众心理感应具有一次完成的不蕈复性的特点。j

读者△般不会象读 《圣经》和玟府:法院通告及教科书那样去看电视和读报,他们常常凭借

第ˉ感觉。当他们第ˉ瞥投向萤屏时即被征服或吸引了,他‘j将看下去。̂当 他忄l不熹欢时l∶

可 以∵凭借 1咔嚓
″

=÷响的关闭声,断绝了任何的
“
双向交流

”
∶当报纸~辶 丨沟新闻要目'、 标

】8



题、
Ⅱ
导语在第∴睡问吸引了读者时,他们将看下去,丸形屮进

^。

你的辐射圈:但当他们不愿艾∴

付货币与时间、精力接交你的
“
渗透

”
时:你将对他毫无仵用。如果你在第一次传播中令其

失望或愚弄了他们,他亻氵l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除非有了某种
“
曲头∵与转机 )对你持以冷∴

漠1警惕1怀疑、反感的心理,而将双向交流之大门关闭。闼此,新闻传插者须十分注意自

已的形象、态度、方法和内容;         ∷                 |
新闻传播者无法对受众进行解释以挽回关系的僵化。囚为传播者并不与受者直接面谈∷∷

只能通过萤屏、声波、文字进行传播。这种传播的间接性,同样决定了传播者对受者行动的 :

影响的间接性与有限性。要求增强影响,必须着力研究受众的需要,以争取他们。   ∴

西方的新闻传播者是采取哪搀办法来实现其软性导向的呢?           ’∵∶

∵、增加新闻内容的层次:这样,可以使各个层次的读者、观众、听众 都 能有所 -“ 受∷

益
”
、从而使其渗透根须仲向

“
任何角落

”
、 “

任何层次
”

的受众,尽量使其无工遗漏:∷从

《货币》、 《名利场 》1 《家族》、 《都市家庭 》,《 明星报 》、 《现代新娘 》、 《花花公

子 》、 《妇女日》、 《家政 》、 《城乡》、 《航海》、 《高尔大文摘 》,到 《自已》、 《魅∵

力 》等报章杂志,难以胜数。因此,著名的资产阶级作家E· B· 怀特在∵封信中说: ∶“我

们自由国家的新闻传播之所以可靠有效,不是因为它质量高,而是由于它多样化:¨¨-有
了

数量就有了保证。
”

二、加强知识的专播。西方新闻传摇者发瑷,进行知识的传播,传播者既可保持形 象 ,

又可以使自身的吸引力经久不衰。正因为如此,传授知识几乎已成为新闻手段的某种特权。

在法国,知识的传播几乎有了不成文的划分:中 学和小学传授
“
已经构成的知识

”
;高等学∷

府传播
“正在构成的知识

”
;而新闻的任务,则是传播

“
处于萌芽时期的知识

”
。特别是当

入与人邻近关系和社会交流的时问大大减少以后,新闻则成了直接扩散知识的主要传播者。

新闻以这种方式维持了一种新的对话。一些西方新闻学家预言未来的新闻垄断与竞争,将 日

益向知识、新技术的传播垄断方向转化。正因为如此,不仅西方各大报台均增加了新知识∪

新 技 术 的传播量,而且杂志也向传播知识方向发展,它忄氵Ⅰ力求使各种专业者寻找到自已所

需要的信息,而且还热衷为业余者的进取提供条件。美国21家公司所垄断的⒒1种杂志 中 ,

知识性杂志即有57种。其中仅麦格劳一̄一希尔公司授垄断了其中的17种。人蠹专业性报纸的

兴起,同样表明了这一点占

三、增加软新闻。软新闻的增加,被狈为
“
传播中的新动向

”
。有时广播电视不惜 用 长

达一小时的时间诉说历史。而美国时代公司的《时代》周刊,甚至有
“
世界史庳

”
之美誉。美

国广播公司在晚间的《六十分钟》 《西五十七街》等专题节圉中,均安排了大量
“
软新闻

”
。

四、
“
中性思维

”
及

“
中性报逍

”
再次被倡导。西方新闻传播机构已经发现,新闻刊 物

的内容不是唯一的吸引读者的因素,甚至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囚紊。新闻刊物与其他消费品不

同,它至少比其它消费品更有价值。 “
它是疑结一个已知集团情感的

‘
一面旗帜

”
。刊物的

情感价值往往超过内容。困此,它不仅苷于用一种心烬不宣的方式维系集团成员的情感|雨
且通过观点的

“
稳健适度

”
争取其他受者的情感。他们逦常只是客观地摆出材料.提出∷问题

而不做结论。虽然深度报道与解释性新闻增强了,但他们尽蠹使解释
“
客观化∷1 “

中性

化
”,使解释与倾向区分开来。他亻氵】还注意到,受众的参与,首先是情感的参与j∶ 于是:报

薄的
“
人惰味

”
强化了,使受众的情感进入新闻,然后,再表现出更强烈的反馈。甚至十分

I9



注慧播音的情感与质量,力求找到ˉ种使受众进入境界的方式。《堪萨斯城明星报 》的发行

人W· R纳尔森告诫说:l:报纸是人们在用餐时阅洪的,食欲是上帝赐给人们的重要礼物 。

删在糨纸上刊登那些令人倒味口的东西。
)”

∶∵五、寻求与受众的接近性和报台个廿化的统ˉ。这是西方新闻传播的另一重要动向。 在

这方面,他们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简单地表现为受众服务性新闻的大量增Ⅱ加。笫二

阶段,∵表现为情感震撼,使其感到该新闻与其息息相关。如报道市长会议决定暂停房屋减免

稍时,不先说市长们开会了9雨先说
“
你的房产税终于减不成了⋯⋯”

。第三阶段则以新闻

传播工 具 自身的 f个性化
”
来争∷取受众。如美国广播公司的《广播杂志 》把自己的目标盯

在18岁 至49岁 的妇女身上,并对她们的经济心态、文化心态进行了分析,把 “
黄 金 播 出 时

闰∵分绾了她们,播出了许多被认为是有特色的节目。而《波士顿环球报 》则发现美国每个

家∷庭、申:至 少有ˉ个25岁 以上的成年入,即每年有600万人在争取及格证; “
终身学习制

”
、

巛
老年大学

“
的兴起,则出现了更有特色的读者群,于是开辟专栏,增加专页。各杂志、电

台|专题节目,也增加了与之相适应的节目并力求各领千秋。

∶∵ 在寻求软性导向的奋斗中,`西方仍未停止他们的脚步。              ∴

、∶于是,在这种倾盆而来的
“
新闻雨

”
中?受众终于在无从逃避的情况下被

“
作用

”
了:

你有丰富的选择余地,然而终究难以超越。这正是蕴于
“
自由

”
中的凝聚力的奥妙。

¨最盾,∷ 计我们用一个事实结束本文:

∷叩Ⅱ80年代·西方世界共颁发过zd次 °普利策奖金
”
给美国的报纸及其工作人员,其中

θ砍 是奖绔
“老拆集团报纸

”
的。

∷∴注 i`释

0④⑥贝尔纳:瓦耶那巛当代新闻学》。
②彼|阿尔贝等《世界新闻简史》,

⑧参见《美冫本·巴格迪茨《传播媒介的垄断》。

⑥本∷巴袼迪茨语。  ∶

(上接第″页 )

更加深信:在上古神活传说中,确实存在着华夏北方崇拜鸟图腾的氏族与南方崇拜蛇龙图腾

南氏族间的蒹并、斗筝:钮合。更加深信:屈赋神话传说的主体部分是一个鸟氏族的比较完

猹、:恃蓖曲神话传说嵌事.

∴∷∷注 释

∷00④0⑧参拙文《论屈赋神话传说的图腾色彩》。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BT年笫2期。
|1∵

∷
②⑨参拙文巛论屈赋神话传说的非历史化倾向》。载《楚辞研究》齐鲁书社】988年 1月 版。

∷i⑧0参拙文《从图腾着屈赋神话传说与华夏文化的关系》。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I988年笫】期j

∫|Ⅱ 0△耋
9字

依段注补:   ¨Ⅱ∶∷

∷i0唯一的例外是《海外东经》记黑齿国
“
食稻

’
。怛《大荒东经》仍记其 “

黍食
’
● 〃

食稻
”

或有

∴∶器△姑俸岁。∷∷·∷ ∶∶    ∷                           ∷

'Ⅱ |=∶
j|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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