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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史专题研究　主持人：湖南工业大学阳海洪教授

［主持人语］本组专题文章，从不同侧面对“中国新闻传播史”若干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析，以期引起

学界之关注。阳海洪《论民族主义与民国新闻教育的合理化建构：以“成舍我方案”为中心 》一文，以民国

著名新闻教育家成舍我为个案，尝试运用政治学范式，探讨自美国移植而来的新闻教育在中国落地时如何

进行自我合法化论证及其当代价值；路鹏程《政党为体，党报为用———孙中山辛亥革命时期党报思想述评》

一文，从“体用”关系出发，详细描述了孙中山辛亥时期党报思想“路线图”，并指出其症结所在；许莹《试论

邓拓办报的“书卷气”》一文，详细梳理了邓拓“书卷气”的内涵，在为邓拓正名同时，也冀图在历史对话中

彰显反思历史与继承革命遗产的学术态度；许静波《狂欢抑或失范：新媒体场域下历史类话题的发酵与传

播———以“崖山之后无中华”为例》一文，则以“崖山之后无中华”为个案，对当前历史热现象进行了反思，

探讨了在新媒体场域进行理性、科学对话的可能性。

论民族主义与民国新闻教育的合理化建构 

———以“成舍我方案”为中心

阳海洪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民国新闻教育本自美国移植而来，但面临社会的合理化质疑。成舍我以国家建构为合理化源泉，从改造社会入手，
主张创办大众化报刊，培育现代国民，实现民族建国的任务。为此，需吸纳平民教育、工读主义等资源，创办“职业教育”＋
“文化教育”的混合式新闻教育，从“术”“学”和“德”三个方面培养“手脑并用”的记者，消灭体脑之别与劳资之分，改变知识

分子与民众的互动方式，实现社会改造与民族建国的目标，形成了“立国—立人—立报—立己—立教”的合理化设计。这种

合理化路径，以实现商业价值与文化改造为目的，具有强烈的工具理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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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阳海洪（１９６９－），男，湖南冷水江人，湖南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新闻史论、影视批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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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化”（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也叫“理性化”，源于韦
伯的社会学研究，意指理性的思考和计算。它要求

人们在各种行动中，评估其效益和功用，并做出合

乎理性的权衡。在韦伯看来，合理化、功能化是现

代性的根本特征，现代社会就是一个在文化、社会

和文化等三个方面合理化的过程。在讲究效益和

以功利为目的的现代社会，任何知识、技术和社会

分工只有经过合理化设计与论证，才能被现代社会

制度化，并通过教育方式进行职业训练，从而使人

类支配环境的能力大幅度提高，创造出空前的文明

成就。

新闻教育是现代社会合理化的重要内容。“新

闻教育是一个新兴的部门，它是否有独立的价值，

到现今还在许多人的争论中”。［１］８６在政府层面上，

国民政府基于“以党治国”的需要，才于１９３７年创
设中央学校新闻系，培养文宣人才。１９４５年，国民
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决议“提高新闻者学术与技

能”，成立新闻研究班、新闻事业专修班，至此官方

才赋予大学新闻专业设置的合法地位。而在社会

层面上，民众对新闻教育亦存疑惑，或认为记者是

天才似人物，新闻教育无法培养；或认为新闻本就

无学，记者乃“文人末业”“新闻事业至今还大部分

被社会鄙弃，被民众漠视，被现实分离是十分确实

的。”［２］２０３传统“学徒式”的作坊教育，亦可造就。因

此，在现代新闻教育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如何应对

社会质疑，合理化从美国移植而来的新闻教育？如

何适应和改造密苏里的课程体系？新闻教育在中

国逐渐普及，成为建制化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与中国的现代化追求有何关联？这些问题始终

未获学界的高度关注。

民族主义是现代中国“最为蓬勃的意识形态和

政治力量”，是影响现代中国的最大动力。［２］美式新

闻教育的迅速合法化，与民族主义密切相关。“民

族主义不但没有导致中国知识界排斥美式新闻教

育，反而促使他们引进新闻教育以谋国家现代

化”。［３］２８４民元之后，“国家”与“民众”两撅造成权

力的碎片化，在皇权废墟上并没有建成现代国家，

民族独立与解放的使命并未完成。民国新闻教育

思想虽“多元呈现”，各具特色，［４］但以“国家建构”

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成为影响民国新闻教育思想的

建构的巨型话语。简言之，新闻教育的合理化是在

国家建构中实现自我思考与话语建构的。这种合

理化“不仅构成了教育的目的，从而规定了教育的

内容，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的合理化模型。学科和课

程的安排对应着社会和国家的制度性安排，教育制

度的 结 果 不 过 是 社 会 制 度 结 构 的 理 想 化

形式。”［５］１３７２

成舍我是民国著名新闻教育家，是“培养学生

最多的新闻教育机构创办人”，［６］他的报纸“大众

化”实践及其相应的教育思想，被研究者称之为“成

舍我方案”，［７］在民国新闻教育界颇具典型性。以

“成舍我方案”为关照中心，在民族主义脉络下，探

讨民国新闻教育建构合法性的逻辑路径，梳理其在

回答要不要办新闻教育问题的同时，如何回答办什

么样的新闻教育的问题，以为当代中国新闻教育改

革提供历史资源，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　“立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以培养现代国
民为前提

　　在封建帝制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滨，莫非王臣”，但民族主义的兴起，敲响了旧政

治体制的丧钟。民族主义以人民主权为合法性基

２



阳海洪：论民族主义与民国新闻教育的合理化建构：以“成舍我方案”为中心

础，将“人民”从族群、地域和宗法关系中解放出来，

在平等权利基础上组成政治共同体。民族主义思

潮彻底改变了传统王朝和帝国体系，“人民”“大

众”“群众”浮出历史地表，成为知识精英的思考焦

点和合理化源泉。

（一）民族主义与“立人”话语的出场

晚清时期，日趋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促使知识

界反思中国致败之因，并将之归因到民智愚昧所造

成的国民竞争力的缺失，报纸所具有的大众传播与

底层渗透能力成为关注的焦点，认为这是建立现代

国家的必要条件，由此主张“广办新报”，“浚导文

明”，养成现代国民，推动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开

创了报刊引导思想文化的新时代。［７］将报刊作为

“新民”手段必然要求对传媒本体做出结构性调整，

以使普通民众能够接受新闻的影响，促成了以普通

民众为阅读对象的白话报刊的勃兴。［８］五四思想启

蒙是这场“新民”运动的赓续，五四精英通过对民国

建立后的政治现实的反省，对建立现代国家有了更

加深刻的认识，意识到具备现代意识的国民才是国

家的基础，“立人”是“立国”的前提，必须在知识分

子和民众的互动中进行文化改造，重塑新型的民族

精神，从而从根本上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重开

新路。

成舍我曾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主张以教育方

式培养健全个体，保证社会自治目标的实现，［９］思

想徘徊于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具有两歧性特

征。［１０］１８９但鉴于民族危机的现实处境和民族建国的

历史要求，作为自由主义报人，“现代意义的民族国

家是近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的最高目标”。［１１］３７简

言之，世界主义、无政府主义只是弱小民族反抗强

权的策略性话语，是民族主义的一种特殊表现形

式，民族建国才是现实而迫切的目标。在成舍我看

来，“民族主义，固弱小民族自救图存之唯一法

宝”，［１２］深切意识到，“眼前的国际环境，尚容不得

我们将民族或国家的界限，独自消灭。中山先生所

说：我们应当有民族主义，走到世界主义，却不能先

把民族主义丢了，去讲世界主义，正是这个意

思。”［１３］成舍我在北大学习期间，正值五四新文化

运动蓬勃开展，并且参加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蔡

元培、徐宝璜等人认为新闻事业“在文化运动中，占

甚重要的地位”，呼吁记者“立在社会之前，创造正

当之舆论”，强调要对记者进行专业和道德训练，承

担改造社会，重建国家之责。“我们要发挥舆论权

威，一方面建立民主自由的国家；一方面改造封建

腐恶的社会”，［１４］１７３这就是中国报人的历史宿命。

（二）“立人”困境与成舍我的职业追求

五四并没有完成“立人”以“立国”的国家建构

目标。五四精英虽具民主思想，意识到“要想把现

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

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在向民众传播现代

思想，重造底层文化方面极具热情，认为不能依赖

与民众脱节的旧文人，而是呼唤知识分子在“炊烟

锄影、鸡犬相闻”的农村寻找“安身立命的地

方”。［１５］但知识专业化为不平等的、等级化的社会

关系造成了文化前提，造成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的

生活缺少交涉，难逃以自我为中心的“精英主义”陷

阱。启蒙精英与民众之间方枘圆凿，存在着难以缝

合的磗格与隔膜，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焦虑难以转

化为民众认同，“自由”和“民主”等现代性价值找

不到生存土壤，难以形成国家意识形态。

１９２０年代，成舍我敏锐地发现了启蒙精英的传
播困境，批评了他们将“文化运动”当作“少数人的

专利”，忽视民众的倾向，主张应扩大覆盖面，借助

报刊，发动一场“彻底的大规模的文化运动”，实现

改造社会的目标。在成舍我看来，舆论家是社会导

师，传媒、学校和书店等新型文化机构是改造社会

的利器，因而积极参与办报馆、开书店等各项文化

事业。鉴于北大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成舍我对

创办大学评价极高，认为“有健全的人才，才可以做

健全的文化活动。来造就这种人才的地方，就是大

学校”。［１６］在“立国”先“立人”民族主义脉络下，如

何将现代国家意识内化为民众心理，成为成舍我思

考的中心话题，报纸、书店、学校，成为了未来成舍

我的努力方向，体现了一个以启蒙民众，实现民族

建国为人生目标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期许。

　　二　“立报”：培养现代国民需要创办大众化
报刊

　　民族主义是将松散的与原子化的大众改造为
有意识和聚合的群体的催化剂，它依赖大众传媒的

散布与传播，由此将特定区域内的个体整合起来，

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形成集体性的行动。多伊奇在

《民族主义与社会沟通》中认为，“现代社会的传播

体系塑造了现代式的民族认同”。借助于大众媒

介，现代民族观念才得以穿越广袤的国土影响数量

庞大的民众，形成具有共同利益和文化象征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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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１７］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延续此种思路，认

为传媒与民族主义的建构与传布存在密切关联：

“我们常常会在新国家的‘建造民族’（ｎａ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政策中同时看到一种真实的、群众性的民
族主义热情，以及一种经由大众传播媒体、教育体

系、行政管制手段进行的有系统的，甚至是马基雅

维利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灌输。”［１８］此说切中肯

綮，于后发现代国家而言，迫切需要利用民族主义

来召唤现代国民的“出场”，建构民族国家这一想象

共同体。

抗日战争的爆发，迫切期待传媒在民族的大纛

之下，将原子化的个体整合成按照共同目标行动的

集体性反抗力量。这使成舍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

了“立报”与“立人”之间的关联，更加深刻地意识

到了解决启蒙困境的迫切性，急需为民族国家合理

化寻找新的报纸形态。“中国真正的根本矛盾，只

是最大多数的国民，知识太低，不认识国家，过分缺

乏了国家意识”，［１４］８１这于抗战是极为不利的。造

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中国报纸没有意识到报纸与

救国之间的关系，报价太贵，民众难以承受；二是所

登载内容与普通民众生活缺少挂搭，多是“要人的

来去，宦海的升沉”，民众没有阅读的必要。抗战胜

利前夕，在讨论如何安排战后重建时，成舍我强调

报纸能传播现代国家意识，在“改造国民心理，转移

社会风气”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建国首须建

报”。通过创办大众化报纸，将现代国家意识内化

为民众心理，缝合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是报业的

当务之急。

（一）大众化报纸是塑造国家合法性的平台

“人民主权”的现代国家是以民意为其合法性

基础的，权利是形成国家忠诚的坚韧纽带，民心之

得失事关国家之安危。报纸既是民众表达民意的

渠道，也是民众参与政治、监督政府的利器。简言

之，报纸必须能代表民众，表达民意，彰显人民主权

的政治合法性。对此，成舍我呼吁报界，对报纸进

行“大众化”改造：办小型报，降低报价，以求“人人

买得起”；报纸“内容应由政治转到广义的社会”，

关心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使报纸“确能代表多数

的勤劳民众，替多数人说话”，并改变文字艰深的弊

端，以求“人人看得懂”，促成“报纸下乡”，“报纸入

伍”，达致“工作者有其报”的目标，如此方能真正

代表民意。

（二）大众化报纸是内化国家意识的渠道

国乃积民而成，只有将国民意识内化为民众心

理，民众才能形成强大的国家认同。但中国民众缺

乏参与政治的渠道，“愚昧”、“闭塞”，缺乏民族国

家意识。“最大多数国民，无法与报纸接近，国家大

事，知道的机会很少，国民与国家，永远隔离着。在

如此形势之下，要树立一个近代的国家，当然万分

困难。”［１４］１０１而报纸则是塑造国民意识，培养现代

国民的重要渠道。抗战期间，成舍我认为报纸犹如

“纸弹”，建议政府应建立统一的宣传机关，制订统

一的宣传目标，利用报纸，将抗战纲领“像水银泻地

似的，钻入每一个乡村、每一个识字民众的神经中

枢”，［１４］１１８“唤起全国民众，共赴国难，抵御外侮”，

取得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前夕，成舍我认为提升民

众的政治认知水平，增加其忠诚于国家的责任感是

抗战建国的重要内容。“只有开发最大多数国民的

知识，让他们了解个人和国家的关系，这才能有起

死回生的希望，”明确要求国民政府在战后重建中，

将新闻事业置于优先地位，通过国家扶持与报人努

力，努力实现报纸大众化，使“报纸”成为如粮食、布

匹一样的生活必需品，“然后国家的观念，才能打入

最大多数国民的心中，国家的根基才能树立

坚固。”［１４］１０１

在后五四时期，成舍我继续延续了对五四“立

人”困境的思考。他意识到，面对民族危机，民众已

经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报业需要改变晚清以来的

精英化办报路线和传播路径，而是以下层需求为基

础，重造报业，实现民族建国的目标。由此，中国迫

切需要创办大众化报纸，改变报纸为少数人所享受

的“高贵食粮”的局面，并“借着报纸的力量”，唤醒

全体民众，意识到个体幸福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

“使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国家和个人，是一而二，

二而一”的，才能动员全民族的力量。因此，“‘大

众化’报纸是向民众灌输‘国家意识’、‘民主政治’

的利器，是促进‘国民精神养成’的温床，也是加强

公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教材。”［１４］５建立现代国

家，这是成舍我思考报业的绝对道德律令和难以摆

脱的历史宿命。为此，他极力倡导“资本和言论分

开，报纸与社会合一”的办报方针，以社会监督的方

式来摆脱资本对报社的垄断，保证报纸为民众说

话。成舍我从抗战救亡，民族建国的历史需求出

发，意识到了传媒在建构现代意识形态，培养现代

国民方面的巨大作用，开出了新闻教育合理化的设

计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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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立己”：大众化报刊需要“手脑并用”的
大众化新闻人才

　　报纸是由报人来主办的，这是实现大众化报纸
的枢纽性环节，如此方能解决知识精英与民众磗

格，情感隔膜使传播难以收效的困局。“立报”先需

“立己”，拉近报纸与民众距离的关键，是拉近报人

与民众的距离，报纸大众化的实质就是记者“大众

化”。１９３０年，成舍我访问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
深受该院“动手做”导向新闻教育的影响。１９３３
年，在报童攻读学校基础上，为“改进中国之新闻事

业，及训练‘手脑并用’之新闻人才”，成舍我创办

了北平新闻专科学校，设计了七年制的新闻训练课

程。学生半天学习（用脑），半天实习（用手），并将

这种新闻教育与记者的平民化联系起来，要求新闻

教育要走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等级化

误区，消除劳资对立和体脑差别，提倡“高深的研究

和普通技术的训练都不偏废”的新闻教育：“从未来

报纸大众化的倾向着想，消弭劳资对立，并训练手

脑并用的工作者，更有急切的必要。”［１４］９６

（一）动手能力

民族建国要求报纸大众化，由“政治转入社

会”，深入民间，报道民间疾苦，反映群众呼声，“成

为人民的报纸”。从这种要求出发，成舍我认为报

业人才要改变五四知识分子象牙塔化的倾向，纳入

平民教育和工读教育的内容，接受平民子弟入学，

培养他们排字、印刷、制版、发行、簿记、广告及完成

其他事务的动手能力。通过生源平民化和技能工

人化，沟通传媒与民众之间的情感，改变精英与民

众之间彼此隔绝的互动方式，主动、自觉地融入民

众，实现深切关注民众生活状态的目标。

（二）动脑能力

民族建国要求报纸成为公民教育的渠道，承担

提升社会，传播民主政治意识，养成现代国民的人

物。从这种要求出发，成舍我主张报业人才既要源

于民众但又要高于民众，在掌握动手技能的同时，

还需接受文化和理论训练，常识充足，学有专长，成

为了解新闻规律的职业记者和报业管理者。经过

这样“手脑训练”的报业人才，既可做印刷工人和广

告发行，又可做记者和报业管理者。如此“才可以

算一个完全的新闻记者，而脑力劳动和筋肉劳动也

就可以合而为一了”。［１４］８８

成舍我主张新闻教育要培养“手脑并用”的人

才，并不仅着意于培养全能型新闻人才，而是在其

民族主义视阈中，通过这种以报纸大众化为导向的

新闻教育，打破传统编辑人员和印刷工人之间互不

统属的特性，打通“脑力劳动和筋肉劳动”之间的等

级化界限，“取消长短衫之别”，上至社长、编辑，下

至排字工人，职业权责可交互轮换，都能凭借其能

力参与报纸的编辑，并通过这样“手脑并用”的人

才，成为反对资本主义的中坚力量，改变知识精英

与普罗大众之间的疏离状态，使报纸能成为民众的

“生活日常品”，走出五四启蒙的“精英主义”传播

困境，实现国民意识“落地”的目标。

　　四　“立教”：“大众化”人才需要“西儒互通”
的新闻教育

　　在民族主义框架下，成舍我将“报纸”作为立人
立国之具，以“大众化”为实现途径，以“手脑并用”

的新闻人才为依托，在这样的视域下，成舍我认为

不能再依赖旧文人，驳斥了时人将新闻教育依附于

报馆，以“学徒式”教育培养新闻人才的说法。在成

舍我看来，记者应改变知识精英与民众的交往方

式，深入民众，灌输国民意识。新闻教育应实务与

理论并重，兼具“职业教育”与“文化教育”的双重

属性，并经由这种教育以培养“手脑并用”的大众化

记者：“新闻教育一方面是职业教育，一方面也是文

化教育的一种，技术的训练和学理的研究，都应该

同样重视。”［１４］９７

（一）面向西方，建立与职业相应的专业技能与

知识谱系

作为自美国移植而来的中国新闻教育，深受西

方科学理性思维的影响。主张新闻教育必须建构

相应的“科学化”的专业技能与知识谱系。

１．新闻教育乃职业教育，记者应具备专业之
“术”。记者是现代分工的产物，承担为社会提供新

闻产品的职能。由此，新闻教育属于“职业教育”，

应以实践作为教育的基础，以报馆作为实习基地，

校企合作，以培养具备职业记者为目标，记者应熟

悉新闻生产流程，全面学习采写、编辑、校对、印刷、

广告和管理等各项新闻业务，能够全面参与新闻编

辑与报业管理，成为具有“动手能力”的记者。

２．新闻教育乃文化教育，记者应具备通识之
“学”。在成舍我的民族主义视域中，报纸承担引领

文化，改造社会以建立现代国家的职能，新闻教育

应具备“文化教育”的属性。记者在掌握各项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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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的同时，还应具有“动脑能力”，即掌握现代新

闻理论和科学知识，了解现代传媒的运作规律与社

会职能。其课程设置，则要求在专业课程之外，“则

专注意于法律、政治、经济和若干主要的社会科学，

其程度，将与一个完全法科大学相当”，以建构“通

识化”的知识谱系。［１４］８８

（二）面向传统，建立与职业相应的专业伦理与

人格追求

密苏里新闻教育的“专业化”面向是以否定科

学与价值的直接联系为前提的。在“专业化”原则

之下，记者的职业活动与特定的道德目的没有任何

关系，他必须信守客观立场，而将价值判断留给受

众。新闻教育的宗旨，旨在训练记者获取新闻的职

业能力，以服务社会，并提供社会流动的上升通道。

鉴于国家转型的历史要求，成舍我在接受西方

新闻理念的同时，又时刻警惕报纸商业化沦为资本

家牟利工具的危险。如果如西方一样，记者仅是提

供新闻，而将价值判断留给民众。在民智未开的情

况下，国家意识难以内化为民众的认同与忠诚。在

现代国家不再需要意识形态解释阶层的情况下，成

舍我依然认为“知识分子是中国政治的重心”，赋予

记者“是社会组织的中间，是时代文化的先驱”的地

位，［１４］９４激活济世拯民、忧乐天下的传统士人精神。

西方报纸大众化“只是使报馆变成一个私人牟利的

机关，而我们的大众化，却要准备为大众福利而奋

斗，我们要使报馆变成一个不具形式的大众乐园，

和大众学校。我们始终认定，大众利益，总应超于

任何个人利益之上。”［１４］１００从这种道德主义立场出

发，记者接受新闻教育不再仅获得新闻职业能力和

社会上升通道，而是要打破学院与社会的藩篱，将

“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的“天下精神”转

化为向国家、民族负责的职业精神和公民伦理，承

担再造文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责任，树立接近

民众，引导民众，改造民众的精神品格和职业操守。

　　五　结语

晚清以来，先进知识分子虽意识到了报纸是促

进国家现代化的利器，但却不知道如何着手建立与

之相适应的新闻教育。正好留美归国学生，尤其是

密苏里大学毕业的学生，带回了一套既具价值规

范，又具操作性的新闻教育模式，适应了中国国家

现代化的需要，加上以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威廉士

为代表的美国新闻教育家和记者，基于美国利益的

需要，大力支持，因而被民国新闻界所接受，迅速完

成了它的合理化设计，成为高校教育的建制化组成

部分。

在民国新闻史上，成舍我乃是“行动型”人物，

非以思想建构见长，他的新闻教育“采用实用倾向

为主，理论的建构和主张的内容上，往往并没有很

严谨的划分与深入的研究，”［１９］缺乏系统学术架

构。“成舍我方案”的合理化设计，具有理性化、世

俗化的现代性特征。按韦伯的观点，“目的合乎理

性的，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

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

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

成果的目的。”［２０］５６简言之，即指通过精确计算，确

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实现最大功用。在

“成舍我方案”中，这种最大功用诉求表现在商业价

值与社会改造两个方面：（１）商业价值诉求。现代
报业本就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具有商品特征。作为

报馆老板，成舍我有着追求报业托拉斯的勃勃雄

心。他的新闻教育及其实践，有着强烈的商业动

机。为此，成舍我对民族主义进行自由主义式解

读，认为国家要以人民主权为合法性原则，保障人

民权利，为传媒划出了自由空间。“成舍我方案”的

合理化设计，新闻教育向报业输送专业人才，能够

提高生产率。有着降低人力成本，对抗“报霸”，扩

大发行，实现最大利润，获得竞争优势的功利计算。

只是因受限于民国战乱、经济凋敝与报业衰微等因

素，成效不大。（２）文化改造诉求。在建构现代国
家过程中，如何“化大众”一直是知识精英的历史难

题。知识精英虽充满传播热情，但知识鸿沟与社会

地位构成了与民众之间的等级化前提，造成了传受

之间的传播困境。为解决这一传播困境，成舍我又

对报刊商业动机保持警惕，赋予民族主义以道德主

义内涵，新闻教育不仅在于获得上升通道，更在于

承担社会责任，最大限度地发挥传媒的社会整合功

能。他赋予了“动手做”的密苏里模式以文化改造

的内容，提升了新闻教育与职业记者的社会地位。

推动记者深入民间，重建记者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关

系和报纸形态，实现“工作者有其报”的目标，如此

“全国的报纸，与全国的民众，打成一片，通力合作，

才可以小之增进社会的福祉，大之突破民族的复

兴。”［１４］５０通过传媒的思想传布与社会改造，松散

的、原子化的个体，就能整合成具有共同意志的民

族共同体。在这种合理化路径中，大众传媒与新闻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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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由民族危机与国家需要召唤出场，其作用在

于推动民众、报人和国家三者紧密结合，促成现代

国家的形成。

成舍我将民族救亡寓于报纸大众化之中“大

众”既是民族主义的主体，又是市场主体，“非资本

主义”的民族主义主体与“资本主义”的市场主义

主体彼此存在矛盾与冲突，有着背反资本市场原则

的理想性。［２１］但市场经济也有另外的一面，它以自

由交易和公平交换为原则，在行业自律、社会监督

与法治管理原则下，能够将漠视公众利益、缺乏社

会责任意识的媒体淘汰出局，具有自我净化、自我

组织的功能，并经由这种自我净化，将“资本主义”

的市场主体的坐实为“非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的

主体，再造新的文明形态与民族国家。“成舍我方

案”融合了西方专业主义和中国传统士人精神，将

学徒式新闻教育和建制化高校教育加以整合，将新

闻职业化与报纸大众化结合起来，以实现其“非资

本主义”的“化大众”目标。为此，成舍我兼顾报业

盈利与改造社会之需求，力求在自由与责任之间找

到平衡点，并将其落实为制度安排与社会监督，是

一种以文化运动为里，实用主义为表的新闻教育架

构，可以成为当代中国可以借鉴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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