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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从新闻美学的美学观基础、
新闻美学的方法论基础、新闻美的内容凝聚与
形式积淀等三个方面，对新闻美学这门集美学
理论和新闻学理论于一体的新闻学应用学科进
行论述和阐释，以期提供建立新闻美学演绎体
系的基础理论，并使之胜任引导新闻事业走向
更高层次发展的美学使命奠定基础。

新闻美学，是专门培养新闻工作者美学素
质的一门理论科学。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
既要具有科学的世界观，还要具有高尚的审美
观; 既要具有生活体验、逻辑概括、范畴思辨
诸思维能力，还要具有美学的超越思维能力。
而这些修养的全面完成，都离不开新闻美学这
一涉及新闻工作者境界修养和能力提升的专门
学问。新闻美学便是这样一门以建立新闻工作
者的美学观和美学思维为基础，从美学的高度
研究新闻产品审美创造规律的美学应用学科。

一、新闻美学的美学观基础

正象哲学是解决人们世界观问题的学问一
样，美学则是在梳理古往今来诸多美学观点的
基础上，解决如何使人们具有健康向上的审美
观问题的。人们生活在一个叫做世界的时空存
在之中，因此人们都想知道自己所生活的世界
是什么样的。它是如何出现的? 它的存在是由
什么决定的? 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会是什么
情况?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人们形成了种种解
释世界的观点。世界本身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类可能永远也达不成统一的认识。但我们却可
以从前人的解释中吸取有益的思想，从而选择
一个我们自己解释世界的立场，这就形成了所
谓的世界观。美学不是解释世界本质的，而是
解释世界上什么是美的存在问题的。我们生活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想知道我们是怎样活着的，
还想知道我们应该怎样活着才能活得美好，才
算活得有价值。人类研究审美发展史、影响人
们形成审美观的学问，叫做美学。新闻工作作
为人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审美含量远高于
其他活动。通过研究美学理论形成正确审美观。
是建立新闻美学学科的首要任务。

人类关于美的认识，是一个历史演化的过
程。童年时期的人类仅把外界刺激作用于人的
感觉器官所引起的快与不快感觉与美作直线的、
对应式的联系，凡是能够引起感官快适的对象，
如漂亮、好听皆可称之为美。所以当柏拉图在
《大希庇阿斯篇》中向希庇阿斯请教 “什么是
美”的问题的时候，希庇阿斯认为这不过是一
个小得很，小得微不足道的问题，并且要他记
清楚，美就是一位漂亮的小姐。当时人们表述
美的方式也很简单，那就是描述自身关于美的
经验体验。如在人类早期的岩画和歌舞活动中，
人们所热衷表现的往往都是亲感亲历的口腹之
惠和交媾之乐。汉字关于 “美”的最初符号化
成果也透露了人类这一时期的审美信息。汉字
的“美”是由 “羊”与 “大”组成的， “羊”
大为“美”即食物丰盛，其直接所指便是客观
事物提供于人的感官快适内容。在以外在感官
快感为美的基础上，人类又发展出了精神快适
的内在愉悦。例如在狩猎和采集活动之余，一
个能缓解肌体疲劳的游戏，一段能重复劳动快
乐的动作等等。原始舞蹈对我们祖先的生活影
响很大。狂舞能使人的生命冲动得到最充分、
最自由自在的体验与享受。生命激情在这种注
意力高度集中，本能充分发挥中所得到的快适
之感是任何感官快感都无法比拟的欢乐。但随
着“图腾”崇拜的兴起、“巫术”的发生，人的
感性逐渐为理性所规范。由于原始初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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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时刻受到大自然的威胁，为了安全的需要，
他们希望自己所崇拜的图腾可以去害免灾。图
腾和巫术活动的出现，使得原始审美中的感官
愉悦遭到了否定。而由社会规定的善，以及由
善与图腾相结合形成的崇高，开始接管了人类
关于美好的观念，从而冲破和解构了人从肉身
自然的快感体验中理解美的传统。所以，读曹
操的《观沧海》: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
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
灿烂，若出其里。”我们所感受到的不是风光的
秀美，而是作者的天下之志和拯世救民的恢宏
气度。

但是，在人类审美观的形成过程中，也出
现了许多落后的，甚至腐朽没落的美学观念。
如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将小脚金莲、穿耳勒
胸等残害妇女身体的丑陋习俗做为美，并在很
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为一些人所津津乐道，奉
为美中之极品。而在西方，也有以无限制的性
放纵、残忍变态的性虐待为美的历史。所以，
今天我们建立新闻美学的学科体系，就必须解
决好如何综合马克思主义美学和中国古典美学
以形成健康向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
美学观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建立在辩证
唯物论基础之上的。马克思研究人，既从人的
个人性出发，但又不把人当作是孤立的生物的
个体; 马克思研究人，也从人的集团性出发，
但又不把人当作异己力量支配的社会性工具，
而是用 “全面的方式，因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
人来掌管他的全面本质。”［1］所以，人虽然是个
体的、生物的和社会的、集团的存在，但他要
成其为人，还必须实现人的人类性存在。当人
把这种“类”本质运用到对象身上来制造，便
是美的制造。中国古典美学是反省人生的智慧，
它所重视的不是确立对人身外世界的认识，而
是始终不倦地致力于成就某种高度完善的人格
境界。所以透过艳丽之极的现象之美，中国古
典美学渗透着深刻的人性内容和高尚的人格精
神。由于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于超越人格的自
觉，所以通过沉思和修行以实现这个最高人格
境界的过程，中国古典美学形成了最接近人的
“类”本质意义的美学思想体系。

那么，应该如何建立起这种 “类”境界论
的美学观呢? 客观存在告诉我们: 人首先是一

种有生命的存在物，生命存在使人具有自然的
生命需要和生命欲望。而感性生命要求的满足
也能使人得到快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德意
志意识形态》里指出: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
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
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
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
系。”［2］中国先秦的思想家们也承认人欲存在的
合理性。在 《礼记》里就记载了孔子关于 “饮
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评论。荀子更是坦
率地承认人的本性就是食、色之类的生命本能。
因此，生命快乐是人的本质的必然构成，将其
视为是人的一种审美需要，并积极地去论证其
合理性和感性审美快感，这种努力也是应该给
予充分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要指出，未经超
越的生物性所反映的还只是人的低级本质，所
体现的还是人限定于满足食欲、性欲等感性肉
体需要的低级审美特征。这种特征在人遁入生
物异化的情状，人的感觉完全为贪婪所充斥，
人与人形成了 “他人即地狱”的极端动物性异
化本质后，更显示着它只顾及个体生物快感的
肤浅性和媚俗性。

所以，人要不同于动物，只有在人否定了
自身的生物性，进入社会化的联系后才能实现。
马克思说: “人类社会的诞生活动中变成的自然
才是实在的人的自然”。［3］从历史看，人要形成
社会化的联系，往往需要对自身的肉体进行否
定。在残酷而又野蛮的氏族战争中，由于氏族
成员能以氏族的存在为自己的存在，能以氏族
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所以当他开始自觉地为
氏族作出贡献乃至牺牲时，便会获得比个体的
生命追求具有更高存在价值的意义。阶级和国
家出现以后，个体的价值更同其所属的集团利
益联系在一起。维护阶级和国家的利益，遵循
这种利益所提出的种种规范并付诸实践，就会
得到集团及其成员的认可，成为社会所尊崇的
崇高对象。显然，这是对生物法则的一个背叛，
人正是通过这一背叛把自己和动物区别了开来。
但将人的社会要求与美联系起来后，我们却不
难发现它还是人向自己更高本质跃升的过渡本
质。即“集体主义”虽然提升了人的本质，但
它又使人对自身本质的理解陷入了困境。一方
面，它是人从动物状态提升出来的标志，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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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人所隶属的社会集团又要求人放弃那些
本属于人自己的东西。而当社会通过人的这一
要求将自身强权凌驾于人之上，并开始无限制
地行使这种强权后，社会的人还会进入非人格、
非生存的异化发展状态。由于社会集团使人只
能认识阶级的人，而不能去认识共同的人。所
以，与此相联系的美也就成了只能与人的阶级
性相联系的狭隘的、片面的美。

那么，人的那个能够与最高形态美的相联
系本质是什么呢? 在马克思看来，就是人在超
越了自身生物限定性和社会限定性后所实现的
“类”存在。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
思认为人只有在自己的 “类存在”中，才能实
现“人的最高本质。”［4］因为，“通过人并且为人
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才是 “人向自身、
向社会的 ( 即人的) 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
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
的。”［5］这样，马克思以异化劳动为出发点，满
怀信心地批判私有制，是由于他发现由社会异
化所造成的人是有限的，只有走向类的人才是
无限的。对于实现了 “类存在”的人来说，则
可以既不丧失个性，具有强烈的个人意志，又
可以与整个人类融为一体。“直接体现他的个性
的那个对象同时既是他自己的为旁人的存在，
又是旁人的存在，而这旁人的存在也是为他的
存在。”［6］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人在本质上首
先是实现了绝对自由的人。就人的现实存在而
言，是化自然天赋的有限自由为理想人性的无
限自由。就人的理想存在而言，是化认识的自
在束缚为精神的自为超越。正如中国禅宗所说:
进入“不与物拘，透脱自在”的自由体验之中
( 《古尊宿语录》卷 4 《义玄》) 。人类的人在本
质上还是实现了真正平等的人。就人的个体存
在和社会存在而言，在特定生存境遇和集团秩
序中形成的伦理性存在是不平等的等级存在。
而超越这种差别以求实现人人平等的 “类”的
活动，使个人与他者的关系不再是一种存在上
的关系而转变成为一种归宿上的关系。由于
“类”不再是独立于个体之外的存在而是融合在
个体之中的存在，并通过这种存在把无限个体
统一为整体。使得人人都是 “类”的化身，
“类”也是人人的化身。人与人之间除了个性的
不同，本质上已不存在任何差别。人便在这种

无差别中体验到了人格意义上的完全平等。
人的“类”本质是真美、大美的根源所在。

因为最高形态的美应该只属于人并且为人类所
共有，同时，它还应该具有能从人类社会的一
切领域升华出来、具有彻底的超生物与超集团
对立的特征。对应于这些要求，只有人的 “类”
本质才能对象化出上述全部美学属性。首先，
“类”既是专属于人类的，又是人人相通的。通
过“类”的共同性，富有个性的个体可以为
“类”的全体创造共同的欢乐，而“类”的全体
虽然也有自身存在的需要内容，但这种需要并
没有独立于个体之外，而是与每一个体完全同
一的。在“类”的整一体里，人的求美活动处
于无障碍的和谐运动状态。人的存在，成为自
身无限超越、个性无限丰富的存在; 人的活动，
成为才能充分发挥、自由充分体现的活动。其
次，“类”是人的肉体对立、集团对立乃至命运
对立的解消。老子曾说: “生而不有，为而不
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 《老
子·第二章》) 在老子看来，肉体的对立源于人
对物质生活资料的占有欲望，集团的对立则源
于个人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如果人深陷于
这两种状态之中，人与人、人与集团的对立是
永远不能消除的。但当人将真美和大美做为自
己的追求，譬如齐白石的画虾，由于不以占有
物质财富和追求社会权力为目的，所以他便不
会与任何人相对立，而且他也不会失去任何东
西。这便是中国古人历来讲究淡泊名利、忘情
山水的根源所在。而由此引伸出的所谓命运不
公，由于人能从自己的一切活动中去创造真美
和大美，所以也会成为同一性质、同一内容的
同等机遇了。因此，综合马克思主义美学和中
国古典美学形成的 “类”美学观，是我们建立
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美学的最佳理论起
点，以此为基础，我们才能建立起新闻美学完
备的演绎理论体系，并使之胜任引导新闻事业
走向更高层次发展的美学使命。

二、新闻美学的方法论基础

同样，正象哲学还要解决人们认识世界的
方法论问题一样，美学也是要解决人们正确认
识美的思维方法问题。谈及美学的思维方法，
就不能不谈及东西方美学认识美的方法论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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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认识美，最初所用的方法是完全相同的。
这就是在感性的经验体验上进行审美积淀。如
在早期的希腊美学中，感性物质的、可听可见
的存在才是人们体验美的领域。这是每个民族、
每种文化都必然要经历的童年时期和成长时期。

但人类总是要走出自己童年时代的。所以
当赫拉克利特孤独而勇敢地高举起 “逻各斯”
的大旗，以理性的抽象精神探索美的含义与价
值时，人类新的美学努力开始了。赫拉克利特
认为，“逻各斯”是一种隐藏在万物内部、单凭
感官既看不到也摸不着的、只能靠理性才能去
把握的存在。人的感性体验只能把握现象，而
“逻各斯”才能把握本质。而与赫拉克利特同时
代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则试图从音乐、建筑等形
式的审美效应上发现美的 “逻各斯”。他们找到
了美所共有的比例和谐。注意到了 “如果乐器
的音调定得太高，我们就减弱张力，这样就减
少了振动，降低了音高。由此可见，音调是由
一些必定通过数的比例彼此关联起来的部分组
成的”［7］。“逻各斯”主义在赫拉克利特和毕达
哥拉斯学派的引领下，在西方逐渐发展成蔚为
大观之势。人们或从物质的形式和质料、或从
事物的大小和数量、或从对象的比例与对称，
开始了对美进行共性和特性抽象的历程。古希
腊的“逻辑斯”主义在现代西方美学中发展成
了逻辑实证精神。现代西方美学家们将思想看
作是有意义的命题，命题的总和就是语言。逻
辑是先天的、是先于任何经验的。逻辑充满着
世界，世界的界限也是逻辑的界限。到了二十
世纪，美国的门罗更明确地提出了 “走向科学”
的口号。认为 “从根本上说，美学是一门理性
的和科学的学科，它的目的在于获得知识和控
制，就像物理学和生物学一样。”［8］响应门罗的
号召，许多美学家相信，随着科学的日益精进，
一门严密的、逻辑的、可实证的美学科学终会
建立起来。

与赫拉克利特的 “逻各斯”主义不同，柏
拉图认为要认识美，不是从事物的现象存在中
去抽取共性，而应该寻本溯源，从源头上去寻
找到美之所以为美的因缘。所以当柏拉图提出
有象“美本身”、“善本身、“大本身”这样一些
东西存在，特别是当他做出人们 “经常用一个
理式来统摄杂多的同名的个别事物，每一类杂

多的个别的事物各有一个理式”［9］的假定时，美
学便开始被有意识地被引向哲学思辩的认识方
向了。柏拉图的想法是: 人们不应当迁就于任
何具体存在的当下所“是”，而应当找出人类认
识美是否还可以有另一种高于逻辑的思维方式。
受柏拉图的启示，西方思想家们开始坚贞不渝
地走向了哲学思辩的美学发展之路。人们或从
客观物质、或从客观精神、或从人的精神确定
美之为美的本源，相应地形成了客观唯物、客
观唯心、主观唯心三大哲学美学思潮。

历史上的客观唯物美论认为，一个事物之
所以美，在于事物自身的某些自然属性及其构
成规律。例如玫瑰花的娇艳、黄莺百灵的婉转。
这些因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人类社会产
生之前就客观地存在着。因此，美不依赖于人
类社会而存在，与人的活动、人的本质无关。
沿着这一哲学立场，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找到
了美的物质的“秩序、匀称与明确”。经验主义
美学家英国的博克则找到了事物上的那些小的、
光滑的、溶为一体的、娇柔纤细的、洁净明快
的、多样变化的品质。到了十八世纪，法国唯
物主义美学家狄德罗认为事物上的秩序、关系、
比例、对称这些美的概念，只是由于长、宽、
深等不引起非议的概念派生出来的，但是只有
“关系”这个概念才最适合称之为美的物体，因
为它是一切美的物体共有的品质。狄德罗所说
的关系，不是事物之间的关系，而是决定事物
美的那个被叫作 “关系 ”的物质。这样，从具
体物质抽象到决定一切美的 “关系”本质，狄
德罗的客观唯物美论达到了以物质定位美本源
的最高形而上思辨程度。

历史上的客观唯心美论认为，事物的美不
在物，而在决定物的客观精神。因为任何具体
之物，不论是“有物混成”的“道”，还是被叫
做“关系”的物，都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内容和
形式，存在和精神。这就要求美学超越物的存
在局限，为美寻找更高程度的 “形而上”本源。
柏拉图从物质世界寻找美的努力一无所获之后，
便认定现实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 “理式”世
界，它是一切事物美的根源。古罗马的普罗丁
则把这个“理式”世界神学化，叫作神明理性，
认为一切事物的美都是对神明理性的 “分享”。
中世纪神学家又径直把神明理性叫做上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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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才是一切事物美的根源。到了近代，德国美
学家黑格尔重新用 “绝对精神”代替上帝，把
世界的本源抽象为一种叫作 “理念”的绝对精
神，恢复了柏拉图的原意。在黑格尔看来，绝
对精神的根本特点就是自由，而实体存在的事
物是不能完全自由的，因此，作为唯一实在的
绝对精神，就是无限的。因此对美的解释并不
困难，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按黑格尔的
观点，美学家的作用就在于引导人们超越实在，
从而使绝对精神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促成世
界的无限发展。这样也就不难看出，从决定世
界本源的物质抽象到决定这个物质本身的内容
因素———绝对精神，黑格尔也将客观唯心美论
提升到了后人无法逾越的高度。

历史上的主观唯心美论则认为，一个事物美
不美，既不由客观事物本身的属性所决定，也不
由深一层的内容因素所决定，而纯粹是人心感于
物的结果。因为不论是狄德罗的“关系”，还是
黑格尔的“理念”，都不过是他们经主观思考想
出来的。这种探寻发轫于文艺复兴时期，确立于
十七、十八世纪。当时人们或者从感觉、想象，
或者从理性、意志对美的形成根源进行了探讨。
法国理性主义者布瓦罗认为人类认识美永远只能
基于理性和真理。几乎与他同时代的德国美学家
沃尔夫也认为 “真的美起于完善”。而意大利的
历史哲学家维柯则把美的起源归之于感觉力和想
象力，并穷毕生精力试图引导人们通过想象去探
求美的根源。正是上述诸人这种纯主观性的努力，
才引起康德试图把世界区分为现象界和物自体以
确立美的主观唯心本体的兴趣。康德认为，物自
体虽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但却
处于人的感觉范围之外，因而是不可知的。世界
只是人的知性或知解力认识到的现象界。但人的
知性为何具有共同的感觉，康德假设人存在着
“先验统觉”。“先验统觉”协调个体感性和社会
理性，形成了人对美的共同感知成果。由于假定
了人的“先验统觉”，排斥了物质世界本身对人
存在的意义，人的主观认识能力便成为决定世界
本质的形而上根源。这样，康德也将主观唯心美
论的形而上哲学思考推到了后人无法逾越的高度。

在人类认识美的历程中，中国古典美学的
思维方法是十分独特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们虽
然并不否定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美，但又认为现

实世界也存在着违反自然、桎梏人性的污浊和
迷误。如果人类迷恋于世俗之 “好”，反而会使
人迷失于非美的误区。如老子就说过: “五色令
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
狂”。在老子看来，只有否定了世俗之 “好”，
人类才会认真反思什么是自身存在与发展中的
更“好”目标，才可以促使人的本性和人类社
会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样，超越经验
体验的审美要求出现了。它使人意识到仅仅满
足于感官快乐还不能使人与动物具有真正区别，
而追求牺牲个人利益去对集体做出奉献也会使
人完全丧失自我。人类只有通过一次次超越，
才能逐渐远离自己的愚昧时代，逐渐成为自己
本质生成过程中的主宰者。由这种认识所引领，
面对现实人生的生命之忧、社会之乱，中国古
代思想家们借助不同的理想构想，或高扬心性、
或返归自然、或寄情艺术，以抗拒现实存在的
束缚并求得精神的自由与解脱。而当这种人格
境界以直观感性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情感体
验的对象时，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看来，也就
是一种美的客观存在了。所以陶渊明的一句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为有了这种境
界，诗中的文字才显得那样超凡脱俗，才将诗
人那种超脱自在、傲然独立的气质表现了出来。
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也认为: “古今之成
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昨夜
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
境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
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种超
越体验在中国古典美学中虽被描述为某种瞬时
的领悟，但刹那间即成终古，令人感受到生命
意义的充盈和完整。因此，中国古典美学才把
人的高度自由、自然适意境界的实现，看作是
基于人性、内在地体现人的终极需要的一重内
容。在这种需要中，感性愉悦和道德原则都被
转化为人对生命的本能追求和人对人类的无疆
大爱。所以，中国古典美学从不追求对美进行
概念抽象或范畴思辩。因为在中国古人看来，
对丰富的感性之美或超越的理想之美进行定义
或确立本源，运用语言学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
都会将美类型化或单一化。不但不能解决什么
是美的问题，反而会限制甚至扼杀美在人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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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的鲜活应用。只有对美进行超越性思考，
美的存在对人才会成为不可或缺的目标，才会
给人的一切具体目的赋予灵魂。正是有了这种
超越思考，人才可以 “思接千载，心游万仞”，
在经验世界中体验到超验存在，获得美的极致
存在体验。这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大特点，同
时也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大优点。

但中国美学发展至现当代，原有的那份清
纯也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荡然无存了。由于意
识到自身文化中的逻辑理性和哲学思辨存在残
缺，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家们已经对传统文化进
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而当代以朱光潜为代表
的主观论美学、以蔡仪为代表反映论美学、以
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论美学，基本上都是西方
哲学美学的翻版。结果，美学，这门本应该为
人类提供最好审美体验的学问，却象西方美学
一样，变成了概念的标新立异和范畴的术语轰
炸。晦涩致命的理论推演让人们对美学望而生
畏了。人们现在对美学的看法是: 这是一门遭
透了的学问。因此，今天我们对中国古代美学
的超越论方法进行重新认识，将有助于恢复人
类对现实生存的美好体验和对人性理想发展的
美妙憧憬，而其中所表达的那种终极价值取向，
更能从本质上消除人沉湎于现实满足中的消极
惰性，更能坚定地引导人类走向未来，为人类
不懈地寻找着进步与发展之道。

三、新闻美的内容凝聚与形式积淀

解决了新闻美学的美学观和方法论基础，
就要研究新闻美学自身的学科建构了。关于新
闻美学的学科建构，襄樊日报的黄道弘先生认
为是研究新闻美的科学。至于什么是新闻美，
他说“是以最引人注目的表现形式传播新鲜感
强的新闻” ( 《新闻边缘学科概论》) 。人民海军
报的魏艾民先生则认为: “新闻美学是从审美角
度研究新闻内容与形式的美学价值，以及新闻
表现过程中美的规律的一门学科。”我们则倾向
于认为: 新闻美学应是将美学理论与新闻学理
论结合起来的一门美学应用学科。新闻理论研
究的是新闻活动和新闻事业的一般规律，新闻
美学则应专注于研究新闻报道中蕴藏着的美的
内韵，探索美在新闻活动中的内容凝聚、形式
积淀以及二者相结合的规律性特征。

新闻美的内容凝聚。美是人类社会中的一
种普遍存在。感性的生命体验、日常生活的舒
适愉悦，道德境界体现的崇高、伦理习俗中的
至善至美，人类的和睦相处、天下情怀等等都
可以是新闻美的表现内容。民生新闻是与受众
衣食住行紧密相关的新闻题材。在漫长的历史
进程中，人类曾在黑暗与蒙昧中摸索前进。在
一个连肚子都吃不饱的原始社会里，有美的内
容凝聚吗? 回答是肯定的。原始岩画是人类描
绘在荒野上的一部远古史。从近 4 万年所积累的
审美创造中，我们可以看到原始人猎取野兽、
摘取野果，并用石头制作工具的场景。其中既
有生存斗争的艰辛，也表现了我们原始先民因
猎物的丰盛而发自内心的欢欣。民以食为天，
走出自然又逐渐把握自然的人类，一旦从生存
艰难中体验到了果腹的欢乐。便会开始走向体
验和传播这种欢乐的道路。 《吕氏春秋·本味
篇》中伊尹氏以 “至味”说汤，篇中所列肉中
佳品、鱼中佳品、佐料中佳品，不经意间为后
人提供了味觉的精神享受。当然，民生新闻的
审美凝聚，还有我们从岩画中所看到两性交媾
之乐。被研究者称为“史前维纳斯”女性雕像，
差不多都被忽略了脸部、四肢和五官，而与生
殖相关的胸部、腹部、臀部，却被极度地夸大
和强化了。这一形态既体现了原始人对神秘生
殖力的崇拜，也反映了原始人对两性交媾中快
乐的关注。与“食”的追求一样，“色”一旦成
为人们快感体验的对象，也会成为新闻美的一
种追求。今天人们所喜闻乐见的李商隐的无题
诗: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
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
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
兰台类转篷”。实际上表现的就是一对男女幽会
时的欢爱情景。总之，民生生活的快乐体验在
人的各种快乐体验处于最基本的层面，离开了
对民生之乐的关注，一切所谓严肃的新闻或高
雅的话题都会失去根基。

时政新闻是与时事政治密切相关的新闻题
材。社会组织能力的出现使人类能够在集团管
理下更好的生存。为了在社会势力的竞争中立
于不败，集团管理从氏族血缘的情，到非氏族
联系的强制，再到德性的自觉，经历了一个从
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质变。这种质变也使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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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经历了从自然的感官快感到以真、善为美
的质变过程。这样，通过传播与社会伦理、道
德崇高相联系的真和善，便成为了新闻美的又
一种内容凝聚形式。首先，民生新闻中的生活
美虽然具有引导人们体验生命之乐的积极意义。
但集团意识一经出现，人类的智者便开始致力
于用理性统一人的感性了。孔子厌恶当时流行
的“郑声”，呼吁 “放郑声” ( 《论语·卫灵
公》) ，其原因就是“郑声淫”，不符合他所倡导
的“礼”。其次，社会理性主宰人的感性以后，
人类精神活动的内容增加了。除了食色追求，
又有了政治、法律、哲学、道德、宗教等等新
的意识。这样，时政新闻就既要对时事政治作
出意识形态方面的评价，也要直接为传播特定
集团的政治、哲学、伦理等观念服务。所以，
时政新闻的美学内容凝聚，就是通过营造符合
本集团的政治心理、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将
作为社会文化深藏在人民心中的民族、国家、
阶级意识作为评判美的观念规定，树立起以爱
国家、爱民族为基础的道德标准。

综艺新闻是与文化艺术紧密相关的新闻题材。
人类在经历了生命快感及伦理之乐后应该走向何
处呢? 马克思主义美学认为，人们以往对整个文
明社会进行猛烈抨击，揭露阶级社会的种种异化
现象，目的就是寻找一条能使人摆脱外物奴役并
获得最高欢乐的发展之路。这就触及到了新闻美
学的最高审美追求问题。即新闻报道选择何种题
材才能与人类的这一追求完全符合一致。原来，
人类是可以通过艺术对人的最高欢乐目的进行追
问的。当艺术家的创造阻断了与周围世界的世俗
联系，开始探索超越生理和功利的存在体验时，
美的超越体验感觉出现了。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来
认识综艺新闻的审美内容凝聚: 由于人类的超越
理想很难集中体现于现实，人类便要为自己寻找
一个超验的可能世界，而艺术创造则是它的大本
营。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来说，这个超验的世
界或许根本不会实际存在，但艺术的创造却使它
拥有了自己的实在价值。新闻通过对这种艺术活
动的报道，描述人类在艺术的超越境界所产生的
自由快感。使得人类的自由追求可以凭借艺术而
得以显现，人类之爱也可以围绕艺术而得以存在，
人类的山水之乐也可以依赖艺术而得以产生。

因此，新闻活动通过对美的内容凝聚，能

使受众顿生若干人性超越感触，心灵间忽然澄
清一片，不染纤尘，有一种美感滋长心怀，余
韵幽长，挥之不散。但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指
出，在当今新闻活动中，还有多少人会将美做
为新闻事业的追求呢? 人们热衷于将西方 “狗
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信条奉为
圭臬，不是从民生生活中去发现美，而是用猎
奇的眼光去寻找另类，寻找消费文化下大众的
生命异化心态。民生新闻的这种价值错位已经
不是引导民众向美、向善，而是向恶、向丑了。
在时政新闻中，更有人热衷于跟着西方媒体唱
衰中国。孤立的矿难责任，偶发的交通事故，
不法商贩的黑心食品，人们不是就事论事，而
是生拉硬套地去找与政府的腐败联系。似乎这
是一个一无是处、烂透了的政权，人们已经生
活在了绝望的可怕时代。对于艺术，还有人正
视艺术能对人类生活进行诗意化创造的功能吗。
人们感兴趣的是组成狗崽队，将艺术渲染成了
艺术家的肉欲追求和感官放纵，让艺术丧失了
应有的地位和尊严。任何一个民族的崛起必然
伴随着某种崇高精神的崛起，必然伴随着某种
以崇高精神为美的文化的张杨。新闻美学倡导
对新闻美进行内容凝聚，就是要求在 “新的时
代”对新闻理念进行重新定位。从而使中华民
族在当代崛起中也能够遵循这一规律。

新闻美的形式积淀。新闻美的形式积淀是
指在新闻内容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如何尽可能
多地用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形式手段去表现
美。强调新闻美的形式性，是因为新闻美的创
造必须具有客观的物态化形式。这是由两个原
因决定的。一是人们必须借助一定的物质媒介
才能进行美的创造。画家离开了画布、油彩，
雕塑家离开了泥土、石块便无法进行审美创造。
同理，新闻工作者离开了报纸、广播、电视的
形式手段也是无法对新闻美进行传播的。二是
人们进行美的创造，总是为了使人感知和认识
美，如果不将其转化为具体形式，人们也是无
法欣赏美的价值的。新闻美也是如此，当新闻
美的内容凝聚起来以后，如何去表达这个内容
就成为一个重要环节了。不同的新闻媒体对新
闻美的表现会有不同的形式，但粗略分类，可
分为视觉静态形式、视觉动态形式和听觉形式
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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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静态形式主要指报纸版面的布局安排。
版面形式运用的好坏能使读者一见便分出高下。
具体的操作有运用字号、字体、几何形状、花
线、图片、色彩等形式手段。如对称能给人以
稳定、有序、庄重、静穆之感，还可以突出中
心，使各部分之间产生一种向心力。平衡则是
将重心分布于大小、位置、形状、色彩之间，
且支点两边的分量相等。平衡比对称更自由活
泼而富有变化，往往能给人以静中有动的感觉。
对视觉静态形式的审美把握，说明人类已从所
生活的光与色、形与声的世界里，感受到了多
种多样的形式影响。所以，当版面形式与人的
审美心理相吻合时，便会引起读者的认知注意，
甚至引起读者的共鸣和愉悦，唤起相应的审美
情感体验。视觉动态形式主要是指电视的画面
表现。电视新闻以画面为传播手段，主要使用
摄像景别、角度等形式元素。当电视画面能给
观众以美的欣赏、美的愉悦，一种前所未有的
快乐便会油然而生了。无需思索，无需联想，
一切似乎都出自本能但又超凡脱俗。当事者不
知道这快感来自何方，它何时能来，何时不来。
它不期而至，真正期待它时，它又渺无踪影。
审美的这一欢乐体验，促使受众不得不思考如
何才能再次获得这种透彻心肺的愉悦并开始研
究美感产生的规律了。听觉传达形式主要指广
播。广播运用声音符号形式，分为语言信号和
音响信号。运用语言可以将人类社会的欢乐、
激动、忧愁、痛苦、温柔、粗暴、愤怒、焦急
等等绘声绘色地表达出来。自然界存在着的各
种声音，如鸟鸣虫吟，虎啸马嘶，风号松林，
雨打芭蕉也都可以是表达新闻美内容的有效形
式。另外，声音还可以静态齐一和动态齐一的
不同方式排列。静态齐一如道轨上的一根根枕
木，动态齐一如阅兵式中依次向前的方阵。不
同排列或给人以单纯、明朗，整齐划一的秩序
感，或给人以一种磅礴的气势感。

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人们积淀了丰富的
形式成果。这些成果作为前人智慧的结晶，是
需要代代相传的富贵财富。后人要在付出艰苦
劳动的基础上，掌握和自由地运用这些形式，
争取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美的产品。从整个

历史上看，形式美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继承性，
但同时也意味着形式规范对新闻美创造的限定
和压制。为了能够将新闻美的创造推向新的高
度，人们必须对其形式积淀成果进行突破。随
着新闻事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与新闻工作者
素质的提高，人们将有能力认识更多的形式规
律，掌握更加丰富的形式特点。从而创造出更
高层次、更高价值的美的产品出来。

总之，学习新闻，解决新闻从业技能方面
的问题，诸如稿件的采写、版面的编辑、采编
设备的操作等，应该是比较容易的。但如何超
脱人云亦云的低层次，产出 “人人心中皆有，
人人笔下俱无”高超产品，往往就不那么简单
了。因为它所涉及的不是如何从事新闻工作的
手段和方法，而是新闻工作者的涵养与文化。
新闻美学就是要承担起人性价值启蒙的重任，
既提升新闻从业人员的美学素质，也为新闻受
众描绘着人生乐趣和理想目标。在促使人们积
极反观自身潜力的基础上，为改变自己的低级
存在而去创造，最终实现以全面的方式掌管自
己全部本质的美学目标。
作者: 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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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nternal Reference Inform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Mechanism
Yin Yungong
The internal reference work and its mechanism are the great creation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CCP) and a substantial fruit of The Marxism Chinese in the journalism and commu-
nication field． It＇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entir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
tion mechanism，but the key tool，important platform，and critical channel for the leaders
to manage the CCP，the army and the country． It plays an irreplaceable vital role in Chi-
na’s political，economical，cultural，social，and even diplomatic life in that it has been
the witnesses，participant，and propeller of all significant events over 60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China in 1949．

15 The Outline of Aesthetics in Journalism
Zhang Libin
This paper regards the aesthetics in journalism is a kind of applied journalism，which in-
tegrates the aesthetic theory and the journalism theory，mainly from the three aspects: the
aesthetic concept basis，the methodology basis and the contents and forms of the aesthet-
ics in journalism． The paper deals with the study of the basic theories for establishing the
subject system of the aesthetics in journalism，and also sets up the foundation for the aes-
thetic responsibility of this subject that the aesthetics in journalism can steer the journal-
ism towards a higher development．

23 Communication channel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technology and the e-
volution of media forms
Li Xizhen，Chu Xue and Hu Che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technology，the evolution of communication channels is in
the key position as a symbolic link in the communication of human activities． In the view
of evolving communication channels，communication form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which means the road communication，paper － propagation and transmission
circuits，and correspondingly，there are physical media，paper media and electronic
media． At the same time，in the process of media technology evolution，it not only means
the evolving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and space of media，but also means that
the implication of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is gradually narrowed inevitably．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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