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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媒作为公共领域与意见论坛的提供者 !公民权与公民资格的争取者 !公民结社与公共

事务的推动者 , 在美国公民社会框架的基本要素得以满足的过程中承担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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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直被认为是公民社会的典型模式 , 不少人甚至认为美国现代公民社会是公民

社会的典范 (张乃和 , 2007 :10 1) ; 而美国的 /新闻通路与这个国家一起成长 0 , /从

一开始 , 新闻从业者就把美国公民和美国经历的事件联系在一起 0 (小唐尼 , 凯泽 ,

2003:15) "基于此 , 根据美国新闻传媒 /模式化的并具有特征的社会行为 0 (比德尔,

1988:I) , 考察其在美国公民社会建构中的角色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

著名社会学家舒德森认为 , 17 世纪最后10 年 , 美国便开启了明显的公共政治生活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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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尽管此时的政府职能很少 !政府资源缺乏, 而公众的政治参与受到严格限制 !对治理的

兴趣普遍不高, 但17 世纪90 年代不仅有美国报业的诞生, 而且跨殖民地的邮政服务系统也开

始萌发 (Schudso n , 1999:13) "邮政是影响早期新闻传媒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无论是在早

期的欧洲 , 还是在殖民地时期的美国, 大多存在邮政服务与报业联姻的传统 "1691 年, 作为

殖民地宗主国的英国政府开始考虑建设能实现殖民地之间通邮的邮政服务系统 "由此 , 跨殖

民地的邮政服务系统不仅扩大了报刊的消息来源和传播范围, 也使殖民地之间开始相互关注

对方 "从某种意义上说 , 跨殖民地的邮政服务系统是塑造后来独立 !统一的 /美利坚 0 的一

大物质基础和先驱,,美国传媒正是以此为基础 , 以1690 年9月25 日诞生的 /美国第一份报

纸 0 5国内外公共事件 6为起点, 开始在美国公民社会的建构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

一 !公共领域与意见论坛的提供者
哈贝马斯 (19 99 b :37 一38) 认为 , 在公共领域形成的联系和交往网络 , /最终成了处

在市场经济和行政国家 -之间 . 或 -之外 . !但与两者 -相关 . 的某种市民社会的基本要

素 0 , 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最突出的特征是 , 在阅读日报或周刊 ! 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

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 "通过私人社团和常常是学术协会 ! 阅读小组 ! 共

济会 ! 宗教社团这种机构的核心 , 他们 自发聚集在一起 "剧院 ! 博物馆 ! 音乐厅 , 以及咖

啡馆 ! 茶室 ! 沙龙等等对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 " 0事实上 , 在殖民地时期 , 印刷

商开办的印刷所 ! 书店 ! 邮局 ! 咖啡馆 ! 文具店 ! 酒馆 (常常是兼营的) 等 , 往往是各种

消息的集散地 , 成为市民 /聚集在一起 0讨论 !交换意见的地方, /印刷厂成了论坛和邮政

局, 成了新闻和舆论中心 0 (布尔斯廷 , 19 93 :385) , 即哈氏所言的 /公共空间 0 "如 5国

内外公共事件 6创办者哈里斯在波士顿开的一家兼营书籍的咖啡馆 , 便是 /波士顿最有趣的

公民最喜欢聚会的地方,,当地许多骚人墨客都把哈里斯的店铺当作他们的总部,,0 (迈

克尔 #埃默里 , 埃德温 #埃默里 , 南希 #L .罗伯茨 , 2004 :29) "而在1743年的威廉斯堡,

如果 /想和有影响的小镇居民聊天, 你只有去找位于格罗赛特公爵大街上的威廉 #帕克斯的

店铺 "帕克斯出版了 5费吉尼亚公报 6 , 这是费吉尼亚殖民地的第一份报纸 "其印刷所也是

邮局 ! 书店 ! 文具店和公众的信息中心 ,,用现代的标准衡量 , 它是一个小小的印刷商店,

但从其对弗吉尼亚殖民地人民造成的影响看 , 它是有力的文明力量 (ci vi liz hi g for ce ) 0

(C oloni al W il llam sb urg Foun d ation , 1997 :3一4) "

哈贝马斯认为 , 报刊是公众讨论的一个延伸 , 而且始终是公众的一个机制 "检查制度

的废除标志着公共领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使得理性批判精神有可能进入报刊 "并使

报刊变成一种工具 , 从而把政治决策提交给新的公众论坛 (哈贝马斯 , 1999a :220 , 69 ) "总

之 , 报刊的传声筒和扩音机的功能 , 使其成为公共领域的重要机制 "事实上, 由于英国政

府和殖民地当局对印刷出版进行严格限制 , 殖民地时期的新闻业是没有政治对话 (pol iti ca l

conversa tion ) 的, 由编辑按自己意愿创造一个政治论坛以刺激政治行为的事件是稀有的,

除非戏剧性的政治事件将其卷人其中 , 而消息往往被自觉地看作是政治辩论和论战的安全替

代品 (Schudso n , 1992 :153 一154) "一直到在独立战争爆发前10年, 殖民地时期的报纸在

几乎所有的场合都小心翼翼地回避论战 (Bote in , 1975 :127 一225) " 1765 年 , 英国政府颁布

5印花税法 6 , 这一方面不仅导致报刊被限制了出版自由 , 还致使收人锐减 , 逼迫其投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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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税斗争中, 报刊的政治功能开始彰显 "另一方面, 印花税还成为一根政治导火线 , 引发北

美殖民地展开了一场政治大辩论 , 而报刊也由此开始走向政治舞台, 成为政治思想的载体 !

政治意见的论坛 !和政治观点的交锋战场 "以此为发物, 报刊的政治性 ! 批判性和党派性开

始显现 , 并在独立战争时期 /保皇派 0和 /爱国派 0 ! 以及革命胜利后 /联邦派 0和 /反联

邦派 0 的论战中得以强化且发挥到极致 "政府和在联邦法案论辩过程中形成的党派也开始创

办 !扶植自己的报刊 , 有着不同党派背景的报刊也列入了不同阵营 "至此, 报刊作为政治观

点交锋论坛的角色完全得以确立 , 进入美国新闻史学家莫特所称的 /黑暗时期 0 的美国政党

报刊时代 "然而 , 从培育新闻传媒和公民的参政意识的角度考虑 , 政党报刊的出现对促进公

民社会的构建是有益处的 "这正如学者马凌所言, 政党报刊一方面发扬共和精神 , 积极投入

到建国之初美国发展的道路选择之中, 另一方面它也调动了新闻界浓厚的参政议政意识, 为

新闻界成长为 /第四阶级 0铺平了道路 (马凌 , 2007 :264) "

1833年 , 以 5纽约太阳报 6 的创办为标志 , 便士报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便士报带来的

根本性变革在于使公众开始成为报纸运转的轴心 ) 报纸既为他们服务, 又报道他们的生

活 "从 5纽约太阳报 6的本杰明 #戴提出 /使报纸置于公众之前 0 ; 到 5纽约先驱报 6 的贝

内特希望报纸成为 /最伟大的社会生活之代言机构 0 , /总是与人民站在一起 0 ; 到 5纽约

论坛报 6 的格里利充满改革社会之理想 , 旨在通过报纸 /增进人民的利益 , 提高他们的道德

良知 ! 政治素养和社会福利水平 0 ; 再到 5纽约时报 6的雷蒙德要做 /公众所有行动和思想

的指导者 0 , /我们将竭力引导公众事务的所有讨论 0 ; 及后来 5纽约世界报 6的普利策要

创办一份 /不仅便宜而且生动的 ! 不仅生动而且巨大的 !不仅巨大而且又是真正民主的 ! 献

身于人民事业的报纸 0 ,,便士报给美国新闻业带来了全方位的变化 , 这正如舒德森所评价

的 , 新闻成为了报纸的重心和主流 , 并首创了对待世间事务的民主态度: 不仅反映商业和

政治活动, 还刻画社会生活 , 开始描摹大都会的迅速崛起以及多彩多姿的中产阶级的活动,

开始代表而且创造了 /民主市场社会 0 文化 , 呼吁在政治 ! 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建立一个平等

的社会 (舒德森 , 2009 :16一22 ,50) "至此 , 报刊承载的公共领域得以扎根于市民的生活世

界 , 而报刊也得以承载着公众的力量 , 不仅通过经济独立摆脱了政党的控制 , 而且也在反映

民意 ! 服务公众 ! 推动社会改革中走向独立 , 最终成为社会中一支重要的独立力量 (第四等

级) , 成为美国公民社会持续 !健康运转的组成部分 "传播学者阿特休尔对此评价道 , 5纽

约太阳报 6的 /悄然来临促使新闻媒介在社会事务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 , 它的冲击力非同小

可 , 远远超过了下院代表或革命巴黎之街的戏剧性场面 0 (阿特休尔 , 1989 :40) "

二 !公民权与公民资格的争取者

公民社会作为一种以公民自由联合体为主体的社会组织形态 , 其建构必须以公民权的确

立为基础 "所谓公民权 , 指在一个民族国家里 , 一个参与自治的公民所拥有的 ! 受到法律保

护的身份和权利 "公民权利理论对公民资格认定及其义务提出了要求: 首先 , 公民权的行为

主体是 /公民 0 而非 /臣民 0 ; 其次 , 是积极的 !参与型的公民 , 而非消极的 ! 臣民型的公

民; 再次, 是有德行的好公民, 在分享政治权利的同时 , 认真履行公民的义务, 而不损害

他者的利益与权利 (赵梅 , 2010 :7 1一74) "无论是在确立美国公民权中 , 还是在培育积极

参与 ! 有德行的好公民中 , 新闻传媒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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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前的100多年间, 北美殖民地居民视英国为母国, 自己为英国的臣

民; 独立战争期间, 北美殖民地对曾经身为英国臣民的殖民地居民实行 /自愿效忠 0的原

则, 居民可以自己选择效忠的国家; 独立战争胜利后, 北美殖民地摆脱英国统治 , 美国公

民应运而生 , 最终实现了从 /英格兰人 0转变为 /美利坚人 0 "在这一转变历程中 , 新闻

传媒承担了 /美利坚人 0意识 !美国公民共同体的培育者和美国公民权争取者的角色 "在

独立革命爆发前的殖民地时期 , 一方面 , 报刊借力跨殖民地邮政服务系统大大拓宽了信

息 !观点的来源范围和传播范围, 使得各殖民地居民的想法 !感受 !经验等得以分享 , 为

逐渐形成共同的认知 ! 塑造共同体意识及转化为共同行动奠定了基础 "托克维尔对此描述

道: /有了报纸 , 就使他们当中的每个人可以知道他人在同一时期 , 但却是分别地产生的

想法和感受 "于是 , 大家马上便会驱向这一曙光 , 而长期以来一直在黑暗中寻找的彼此不

知对方在何处的志同道合者 , 也终于会合而团结在一起了" 0 (托克维尔, 1988 :642) 另

一方面 , 18 世纪40年代后 , 各殖民地之间也依靠新闻传播有了某种关联, 各地的报纸渐渐

组成一个有力的关系网络 , 印刷商之间的亲族关系 ! 友谊关系和师徒关系结成了一张可以

基本覆盖殖民地的大网, 报业逐渐成长为一个有力量的行业 "在这个互动过程中, 各地之

间的宗教 ! 政治 ! 民族壁垒开始被打破 , /殖民地自觉意识 0 ! 统一的 /美利坚意识 0 也

在慢慢成长 "在1741 年的北方报纸上, 当提到英国人时称之为 /欧洲人 0 , 以示和 /美利

坚人 0 相区分 (马凌 , 2007 :200 一204) "在独立革命中, 报刊尤其是激进派报刊积极为独

立呐喊 , 其强烈的鼓动气势 ! 激昂的论战精神在鼓舞士气 ! 推进独立进程方面起到了重要

作用 "此外 , 由新闻界在此之前发起成立的 /自由之子社 0和 /通讯委员会 0 更是在独立

运动中直接贡献了报人的力量: /自由之子社 0利用殖民地之间的宣传交流发动了一场密

集的攻势, 这场攻势曾被称作是 /整整20年 (1763一1783) 里最为持久的通过新闻报道传

播思想的运动 0 (迈克尔 #埃默里, 埃德温 #埃默里 , 南希 #L .罗伯茨 , 2004 :65 一66) ;

/通讯委员会 0创办的主旨在于联络协调各殖民地的反英斗争 , 对促进各殖民地联合以及

召集第一届大陆会议起到了重要作用 (李彬 , 2005 :119) "独立战争胜利后 , 殖民地居民

从 /英国臣民 0转变为 /美国公民 0 , 新闻传媒继续在美国公民权的扩展 ! 接纳过程中发

挥着积极作用 "

新闻传媒作为美国公民权的积极争取者 , 还体现在其对言论 自由的积极追求中 "言

论 自由是公民权的重要权利之一 , 也是报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石 "北美殖民地时期的言论自

由不但没有突破英国普通法的约束, 反而还被当局以政府控制 ! 审查制度 ! 以诽谤罪起诉

威胁 ! 政府资助 ! 垄断出版物等形式 , 受到了比英国更为有效的控制 "美国第一份报纸

5国内外公共事件 6 因 /未向当局呈报 , 亦未得批准 0 ! 批评殖民地政策等 , 仅出一期便

被查封 " 1694年 , 英国废除许可证制度 , 但并没有为北美带来同样的自由"如在马萨诸塞

殖民地 , 审查制度虽然有所放松, 却仍继续存在了四分之一世纪 "当时总督行政委员会仍

然拥有无可争辩的权力 , 对冒犯当局的印刷品进行镇压 "一直到1723年之后 , 马萨诸塞殖

民政府才不再运用付印前进行审查的办法进行控制 , 但仍通过内容广泛的诽谤罪法律予以

控制 ##,政 府当局控制印刷品的权威至少一直延续到独立革命 , 北美殖民地两个最大的印

刷中心费城和纽约市亦是如此 (布尔斯廷 , 1993 :37 8一38 3) "在此背景下 , 美国报业的

成长历程就是一个争取言论自由的过程 " 1721 年 , 詹姆斯 #富兰克林 /未经官方许可 0 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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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发行 5新英格兰报6 , 破除了需遵行 /未经许可不得办报 0 的陈规 , 确立了 /未经当局

许可 0而办报的原则, 带领着殖民地报业摆脱了许可证制度的羁绊 "此外, 他还最先使用

/讨伐 0 式报道 , 以其行动 /向人表明, 当一张报纸在为公众利益服务中敢作敢为 !且又

不失其可读性时 , 它就可以获得足够的支持 , 能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保护自己 " 0 (迈克

尔 #埃默里 , 埃德温 #埃默里 , 南希 #L .罗伯茨 , 2004 :33 一36) 本杰明 #富兰克林主办

5宾夕法利亚公报 6时期, 提出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 , 不可能一致 ,,当人们因意

见不同而分歧时 , 每一方都有权利平等地被公众知晓 , 当真理和谬误公平地打交道 , 前者

总会胜过后者 0 的新闻自由原则 "1733年 , 曾格创办 5纽约周报 6并转载激进的 /加图来

信 0 , 登载了 5论言论自由 6 ! 5对诽谤的沉思 6 等文; 主要撰稿人詹姆斯 #亚历山大也

对 /加图 0进行了阐发 , 论证新闻自由的问题 , 使新闻自由成为当时的一个热点话题; 同

时该报还经常发表文章, 揭露和抨击殖民地当局的种种无能与倒行逆施 "1734 年11月, 曾格

以 /对政府进行无耻中伤 !恶毒谩骂和煽动反政府情绪0 的罪名被逮捕 "1735年8月, 曾格

案开庭 "安德鲁 #汉密尔顿出庭辩护 , 通过法庭论辩 , 陪审团做出无罪判决 , 曾格获释 "

/曾格案 0被誉为北美殖民地争取新闻自由的第一个里程碑 , 因为汉密尔顿的抗辩颠覆了殖

民地法庭 /越是事实 , 就越是诽谤 0 的通则; 申明了 /发表控诉是每个生而自由的人的权

利 , 只要发表的内容被证明是真实的 0 ; 确立了个人有权批评政府官员, /对政府官员进行

批评的权利是新闻自由的主要支柱之一 0 的原则; 用真实性原则对诽谤做了界定 "在印花税

引发的政治大辩论中, 报刊上对 /新闻自由 0 的论辩 , 使新闻自由是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 !

是 /天赋人权 0的观念深入人心 "1787 年 , /联邦派 0 与 /反联邦派 0 在报刊上开始的公开

笔战中, 对新闻自由的辩论深化了人们对新闻自由的认识 "1791 年 ,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获

得通过 , 规定 /国会不得制定法律 ,,剥夺言论 ! 出版的自由 0 , 为美国公民的言论自由权

提供了法律保障 , 也为美国的新闻出版自由确立了法律根源, 为美国新闻传媒成长为 /第四

等级 0奠定了基石 "总之, 北美报刊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他们是争取言论 ! 出版自由的先锋 ,

美国报刊也由此成为争取美国公民权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

公民权利理论对公民资格的认定 , 除需是有人身自由 ! 独立人格 ! 不隶属于任何君

主或领主的 /公民 0外 , 还强调需是积极参与型的 ! 有德行的好公民 "有报刊史学家曾在

1899年写道: /报纸作为世界历史的逐 日记录 , 它是对群众进行启蒙的主要媒介 , 也是学

者 ! 哲人和科学家的通用论坛 " 0 (切特罗姆 , 19 91 :17 ) 北美报刊在成长过程中 , 也 自

觉不自觉地承担着 /好公民 0 培育者的角色 "一方面 , 不少报人 ! 思想家有意识地利用报

刊 ! 印刷品等手段启迪民智 ! 提高公众道德水平 ! 培育公民精神等 "早期如本杰明 #富兰

克林 , 他 /通过报纸 ! 历书等公众舆论媒介, 形成了适应费城社会生活的一种道德淮则和

整体精神 0 , 如出版 5穷理查历书 6 向人们提出忠告 , 鼓励人们自立自强 ! 自我管理 ! 发

奋致富 , 使 自己纳入新的城市生活方式的轨道 (郝克路 , 200 1 :125 一126) "便士报时期

如格里利 , 他创办 5纽约论坛报 6 的主旨之一 , 便在于 /提高人民的道德良知 !政治素

养 0 , 并着力于带领 /大众化报刊从煽情主义的低俗水平 , 上升到促进文化和启迪思想的

地位 " 0 (迈克尔 #埃默里 , 埃德温 #埃默里 , 南希 #L .罗伯茨 , 2004 :137) 另一方面 ,

正如美国学者威廉 #麦克高希所评价的: /印制的报纸和杂志创造了一种即时的历史感;

它们的交流组成了一种在真实的时间中不断发展的事件的视野 , 把个人与社会的最上层活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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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联系在了一起 , 当大量的公民开始谙熟政治事件和人物 , 民主政府成为了可能 " 0 (威

麦克高希 , 2003:444) 报刊在传递信息 ! 传播思想 ! 交锋观点 ! 普及知识的过程中, 潜移

默化地启蒙着公众的政治思想 !培养着公众的政治热情 ! 促进公众养成参与公共讨论的习

惯 "对此 , 塞缪尔 #米勒牧师在1785年描述道: /人民群众的大多数, 甚至是这个社会从

事日常劳动的阶级的大多数 , 他们都自由地 !经常地阅读报纸 , 定期了解每个事件的细

节 , 参加政治事务, 参与公共措施的讨论 , 这就激励他们去增进知识 , 并争取不断吸收知

识的种种手段 " 0 (布尔斯廷 , 1993:375)

三 !公民结社与公共事务的推动者

大量存在的 ! 建立在自愿和自治基础上的社团是美国公民社会的主体 "美国历史学家

阿瑟 #施莱辛格在 5一个喜好结社者的国度的传记 6一文中, 把美国称作一个 /喜好结社

的国度 0 (A N atio n of Joi ner s) "正是靠着公众的结社精神 , 美国公民社会的中坚力

量 ) 大大小小的社团才得以形成 "美国人为何热衷于加入社团? 施莱辛格引用威廉 #埃

勒里 #钱宁的观点认为, 增加的贸易和旅游 ! 邮局 ! 蒸汽船尤其是报纸 ! 期刊 ! 小册子和

其他出版物等带来的巨大交往能力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Sc 扭es in ge r, 1944 :1一25 ) "无独有

偶, 西达 #斯考切波也认为, 非常高效的 !包容的社会交往方式 , 使得美国人从早期民族

时代开始就能建立相互联系的政治 !宗教 !道德组织 "一个显著的指标是 , 1790 年到1810

年的二十年间, 美国的报纸数量实现了从90家到370 家的爆炸式增长 "普及的读写能力和报

纸阅读促进了交流 (Skoc po l, 1999 :45) "可见, 常规的 !广泛的 ! 高效的联系和交往, 是

美国公民能得以结社的前提和基础 "正是报刊和邮政的结合使这种联系和交往在早期的美

国成为一种制度 , 成为促进美国公民结社不可或缺的因素 "托克维尔在游历美国 (183 1一

1832年) 后写就的 5论美国的民主6 中专题论述了 /结社与报刊的关系 0 "他总结道 ,

/在社团和报刊之间, 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 报刊在制造社团 , 社团也在制造报刊 " 0

(托克维尔 , 1988 :642) 新闻传媒对美国公民结社的推动作用还体现在新闻界也身体力行

地进行着结社活动 "如前面提到的 /自由之子社 0 , 就是以塞缪尔 #亚当斯为核心 , 以众

多报人 ! 出版商为 /坚定活动分子 0的具有激进性的宣传网络组织 " /通讯委员会 0 , 亦

是塞缪尔 #亚当斯在 5波士顿公报 6 上撰文号召 /殖民地人民采取通讯联系方式加强团

结 0而得以迅速扩展成为 /既是一个类似通讯社的信息传布机构, 又是一个革命组织 0 ,

能体现北美地方自治传统 , 也具有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特征的组织 (马凌 , 200 7:2科) "

公民个人和社团以公共利益为 目标 , 参与并推进符合公共利益的社会变革 , 也是建

构公民社会的重要因素 "殖民地时期的报人由于其特有的角色和身份 , 更容易成为公共事

务的推动者和公共利益的追求者 , 而报刊 ! 印刷品也往往成为重要的推动手段和平台 "殖

民地时期的报人大多同时扮演着多元化的社会角色, 他们可能还是报纸编辑 ! 杂货商 ! 书

商 ! 印刷商 ! 酒店店主 ! 教师 ! 文员等 , 同时还有一部分成为 /公家承印人 0 , 一小部分

成了邮政局长 "多重角色及独特的成长经历, 使得这些印刷商 ! 报人们不可避免地 /与公

共事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0 (布尔斯廷 , 19 93 :390) , 获得了一个 /介于上下层之间的位

置 0 , 并随着影响力逐渐提升 , 成了继总督 ! 议会领袖 ! 地方神职人员 ! 富商巨贾之后

的 /舆论领袖 0 (马凌 , 2007 :19 1/ 226) , 日渐成为哈贝马斯所说的 /有教养的中间阶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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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0 "正是这些角色和地位 , 使他们成为了公共事务的关切者 ! 公共领域的建构者和公共

利益的推动者 "如本杰明 #富兰克林在费城从一个印刷工起步 , 后成为印刷商 ! 5宾夕法

尼亚公报 6 发行人 ! 公家承印人 ! 费城邮局局长等 , 其 /既是商人 ! 工匠的代表 , 又是政

府的公务人员, 这种双重身份使他得以活动在政府和民众之间 ,,同时他又以自己的亲身

经历树立了一个由城市工匠发展成具有优秀品质的城市公民的精英形象 " 0 (郝克路 ,

2001:124一127) 基于此 , 富兰克林在费城的公共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他先后组织创

办了 /共读会 0 , 倡导 !组织了费城第一个消防队 , 建立了第一个警察署 , 修建了费城的

第一条石子路, 推动创办了费城第一家医院, 创办了北美殖民地第一个公共图书馆 , 参与

建立了费城第一所学院 , 组建了费城第一个民兵组织 ,, /至少在费城 , 是存在着公共领

域的 , 富兰克林 自身就是一个行走的公共领域 , 是公共性的构建者 ! 设计者和发明者 0 ,

而报纸 ! 印刷品则是他 /促进公民改良 0 ! 表达社区改良观点的手段和平台 (Schudso n ,

1999 :32一39) "便士报出现后 , 报刊因经济独立而逐渐摆脱政党控制, 日益成长为一支推

动公共事务和社会改革的独立力量 "格里利就以其创办的 5纽约论坛报 6为平台 , 积极发

动教育和社会改革运动 , 如宣传 ! 讨论傅里叶主义, 进行新的 /社会制度 0实验; 提出男

女同工同酬 ! 与男子享有平等公民权; 主张将税收用于为农民发展市场; 反对战争, 呼吁

和平; 主张惩治腐败分子 ! 废除死刑; 号召 /年轻人 , 到西部去! 0 , 并配合西进运动积

极敦促政府修筑铁路 ! 架设电报电话线 ! 制定 5宅地法 6 , 传播科技知识等; 积极支持工

会组织和工会运动; 坚决主张废除奴隶制度等 "

综上所述, 在美国公民社会框架的基本要素得以满足的过程中, 新闻传媒承担了不可

替代的角色 , 其自身也逐渐形成了守护公共利益 ! 推动社会改革 ! 监督政府行为等传统 ,

从而成为美国公民社会持续 ! 有效运转的重要机制 "

(责任编辑: 李新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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