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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就中国新闻学理论大厦基石
———甘惜分学术成就及影响评述

李 彪

甘惜分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新闻学家、新闻教育家,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奠基者、中

国舆论学研究的发起者和带头人,为我国的新闻事业、新闻研究、新闻教育奉献终生。
甘惜分教授的一生经历丰富,经历了从一名思想坚定的战士,到一名优秀的一线新闻记者,再到

一名润己泽人的新闻教育与研究工作者的转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与追求是他坚守不变的初心。从

教六十余载,他始终坚持 “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思想,结合中国的

新闻实践,探索中国新闻发展规律,建构中国的新闻理论与教育体系。作为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求索

开拓的先驱者,他完成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著作,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

论研究框架基础,创建了中国大陆第一家从事舆情民意调查研究的专门学术机构,迈出了我国探求舆

论科学发展规律的第一步。作为新中国新闻教育的先行者,他提倡新闻教育要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人

才,培养了大批推动中国新闻事业、新闻学研究发展的中流砥柱。纵观甘惜分教授的一生,其学识、
人品充分体现了其始终坚持 “经师”“人师”相统一、孜孜不倦寻真理的人生信条。

一、坚守信仰,探索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 “先驱者”与 “引路人”

“经师”甘惜分教授凭借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从无到有开创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

研究,建构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被誉为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奠基者”、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

“先驱者”和 “引路人”。①

20世纪50年代,在 “新闻无学论”盛行的背景下,甘先生从头做起,以马克思列宁关于新闻

工作的观点、党的领导人的相关论述为基础,结合他在新华社一线十年的新闻工作经验,开始探索

建立一门独立科学的新闻学理论体系。在这一时期,他重点关注了新闻作为客观存在的定义与性

质,以及新闻事业与政治、党、群众等各方面的关系,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雏形。
甘惜分教授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贡献不仅在于他一生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研究,

而且在于他的两本新闻理论巨著在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由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1982年出版的 《新闻理论基础》是甘惜分教授对三十余年新闻实践与教育经验的理论总结,
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第一次系统性梳理与阐述。该书以新闻作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围绕新闻与舆论的基本概念,以及新闻事业的性质和作用进行了阐发和论述,
书中将新闻和舆论作为新闻事业的两大支柱,强调 “新闻是事实,舆论是意见,事实和意见是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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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作者:李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libiao@ruc.edu.cn。
* 本刊

 

“经师·人师”专栏以此文向大先生甘惜分致敬。
闫然、王铭:《甘惜分的探路人生》,载 《光明日报》,2016 0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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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业的基本支柱,缺一不可”①,而新闻事业的作用在于统一思想和统一舆论②。下编则围绕

新闻事业和现实社会生活、群众、党三种最根本关系展开,从解剖新闻—传播者—受众的三者关系

入手,逐步深入讨论新闻控制者—广大受众—不断变动的现实世界三者的关系。该书明确指出,新

闻事业与党的关系是三种关系中具有总结性、关键性的问题,党的新闻事业必须具有最坚定的党

性,要在思想、政治、组织上都要和党保持一致。而要坚持党性原则,首先要坚持党的思想路线,
“要每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实事求是地对国内外重要事件做出科学的解释和阐述”③;同时

要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传达党的政策;最后要坚持党的组织路线,“组织上必须置于党的直接

领导之下”④。该书还强调了新闻事业与群众的关系,论述了人民是新闻事业赖以生存的基础,人

民既是新闻事业的服务对象,又是新闻事业依靠的力量,“党是领导,而人民是母亲。没有党,人

民会迷失方向,而没有生我养我育我的母亲,我们就会灭亡”⑤。该书作为新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

义新闻理论教科书,最终发行超过20万册,成为众多新闻院校的新闻学理论教材。书中观点历久

弥新,在新闻舆论工作成为 “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⑥ 的时代背景下,为新时代的新闻传播

学人和工作者提供了切中时弊的指导。
随后于1988年出版的 《新闻论争三十年》收录了甘惜分教授1979年至1986年初撰写的15篇

代表性论文,重点讨论了有关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基本观点、新闻工作的客观规律、新闻与宣传的关

系等新闻界存在争议的关键议题。在收录的文章中,他提出了自己日渐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

论,在坚持政治取向的前提下,对 “报纸的阶级性”“党报的无产阶级专政工具论”进行了更为深

入的阐释。他认为在社会阶级区分被最后消灭之前,报纸必然具有阶级性,会分别从不同阶级的立

场和观点观察社会问题。党报的作用和任务是随历史实际变化而变化的,不能因为现在的社会阶级

或阶层现状否定党报的斗争史,而如今的新闻学应当研究媒体如何真实、客观报道新生活。在他的

引领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研究逐步向严谨的科学思维方式发展,为之后引发的中国特色马

克思主义新闻学的讨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论证范式。

二、高瞻远瞩,奠定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基础

在专注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之外,甘惜分教授也致力建设中国自己的新闻学知识体系。
甘惜分教授曾表示:“当一门学科逐渐成熟时,便应有一种辞典作为它的阶段性的研究总结,

成为这一学科的知识总汇”⑦。因此,1993年由他主编,汇集全国百名专家学者知识精华的 《新闻

学大辞典》出版。该书是中国第一部详尽全面的新闻学大型辞书,设置条目5368条,共计184万

字,兼具学术性与实用性。辞典收词广及古今中外,包括新闻学词语词条、新闻学论著词条、新闻

文献法规词条、新闻事业词条、新闻人物词条、新闻界事件词条、新闻作品及新闻奖词条等,基本

廓清了新闻学知识体系,强调了新闻学的研究对象及研究领域。此外,辞典设置了中英文目录,还

在附录部分收录了 《世界新闻传播史大事记》《海外华人报刊一览表》等,力求对世界新闻界一视

同仁,既涵盖新闻事业发达国家,也让新闻事业不发达国家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其他同类辞典所没

有的,为中国与世界新闻界相互了解、交流沟通搭建了专业性、体系性的知识桥梁。
为了从根本上驳斥 “新闻无学论”,甘惜分教授主编了我国权威新闻学术集刊 《新闻学论集》。

自1980年第一辑创刊至1999年第18辑实际停刊,《新闻学论集》在新闻学界影响颇深,共计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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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甘惜分:《甘惜分文集》第1卷,193、66、123、137、106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
《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载 《人民日报》,2016
02 20。

甘惜分:《新闻学大辞典序言》,载 《新闻爱好者》,19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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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12万册,为推动我国新闻学重新回归学术领域,并逐步走向正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

集刊本着 “百家齐放,百花争鸣”的原则,开展新闻学的学术自由讨论,涵盖学术内容广泛,涉及

新闻学理论研究、历史研究、业务研究等新闻学研究的多数维度。集刊通过重建史料基础、充分对

话讨论 “新闻自由”“新闻真实”“党报思想与党报原则”等中国新闻学关键议题,积极探索、建设

新闻学主体性的同时,也在20世纪80年代末传播学进入中国后,尝试以自身影响力推动新闻学与

科学方法论、传播学交叉沟通,以系统方法论的引入促进中国新闻学知识体系建立。立足当下,
《新闻学论集》成为为数不多保存较为完整的贯穿整个20世纪80年代新闻学、马克思主义新闻理

论反思、争鸣与转型的学术期刊,是记录和反映新中国新闻学发展史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文献,对

于新时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方向发挥着深刻的历史引导作用。

三、立足人民,开创中国舆论学研究学脉

“人师”甘惜分教授以德立学,始终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根本立足于服务广大人民的全面发展与

社会进步。因此,他高度关注新闻对民情民意的反映,主张 “反映人民生活和人民思想,办好一张

真正为人民的报纸”,并将对民情民意的关注落于研究与实践,成为我国现代舆情调查与研究的开

拓者与引路人。
甘惜分教授最早开启了中国大陆对舆论规律的认识与研究。在 《新闻理论基础》一书中,他最

早论述了舆论的概念与作用,明确指出,舆论是一种社会思潮,是社会生活中经济政治地位基本相

近的人们或社会集团对某一事态的大致相近看法,个人意见不是舆论,公众意见才是舆论。他还对

舆论的阶级性进行了充分的分析阐释,认为阶级性是舆论的显著特征,“舆论具有一定阶级性,因

为人们的思想状况基本上是受他所处的物质利益地位决定,他对当前事件的支持或反对的态度,同

样是受他自己的物质利益所支配。所以,同一阶级或同一社会集团的人们,由于他们具有共同的物

质利益,也必然地存在着近似的舆论”①。此外,他很早认识到了舆论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并提

出了 “多声一向论”这一对舆论的基本原则,即在社会主义大方向 (一个方向)下,充分发扬民

主,发展新闻自由,报纸发表多方面的新闻报道,发表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创办具有不同性格的报

纸,反映人民群众的情绪、愿望、要求与呼声②。在此原则下,甘惜分教授十分重视对舆论力量的

引导,强调随着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舆论也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这种变化不完全是自发的,
关键在于如何引导。舆论引导应倡导进步舆论、抵制落后舆论、打击反动舆论。甘惜分教授这些理

论思想吹响了中国舆论学研究的号角,构建了我国舆论学研究的基本框架,自此,探求舆论形成与

变化规律逐步发展为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科学范式之一。
为使舆论研究更好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与发展服务,1986年底,甘惜分教授倡导创办了中

国大陆第一家从事舆情民意调查研究的专门学术机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甘先生为该所拟

定的宗旨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开展舆论调查与研究,其任务有三:第一,作舆论调

查、民意测验。首先为新闻界服务,调查新闻宣传的实际效果;也为党政部门服务,了解群众意

愿、情绪,还可以为社会服务,接受社会团体和各方机构委托的调查项目。第二,是在此基础上进

行综合性的舆论研究,建立中国特色舆论学,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意识学说,要创造条件创办中

国舆论季刊,发表舆论调查结果和研究性论文。第三,开设舆论学课程,让新闻院校的大学生和研

究生掌握了解民情的知识、技能和理论。他始终坚持舆论学应当调查了解民意,做民众情绪的观察

者,在任所长期间,主持完成了约30项调研项目。其中,1988年面向北京200位 “三高”(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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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甘惜分:《甘惜分文集》第1卷,42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
甘惜分:《甘惜分文集》第2卷,447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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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知、高龄)人士进行的对当年形势的预测调查— “首都知名人士龙年展望”,是甘惜分教授的

“得意之作”。《人民日报》专门就此发表评论员文章,题为 《多一点阳光,多一点透明,评中国人

民大学舆论研究所首都知名人士龙年展望的调查》,是该报第一次就一个舆情调查结果以评论员文

章形式发表观点。在甘先生的言传身教与不断的实践历练中,当年参与调查的博士生均成长为中国

舆论学研究的重要学者,以后继之力推动建构中国特色舆论学研究体系和方法体系。2015年,甘

惜分教授获得由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颁发的 “中国舆论学研究终身成就奖”,以表彰

他为中国舆论学研究发展所做的巨大贡献。
在甘惜分教授跌宕起伏又璀璨无比的一生中,无论是道路曲折、艰难坎坷,还是思想交锋、观

点碰撞,他始终坚持 “寻真理,说真话”,不惮自我改革,与时俱进。他说,颐养天年不是他的人

生哲学,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才是他的人生追求。这是一位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者的情怀与信仰,更

是一名 “经师”“人师”统一的大先生践行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最好证明。正如人民日报社

原总编辑范敬宜同志贺甘老92岁寿诞时挥就的诗作所言:“大禹惜寸君惜分,满园桃李苦耕耘;舆

坛多少擎旗手,都是程门立雪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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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潘衍习:《甘惜分的书房》,载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 09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