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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媒介伦理的基础是道德哲学' 儒家伦理思想和埃吕尔的技术哲学推进了当代媒介伦理学研

究$ 新媒体语境下的媒介伦理与传统媒体没有本质区别' 都应该遵循人类尊严+ 告知真相和非暴力的普世

伦理准则$ %窃听门& 丑闻和 %世界传播新秩序& 的衰落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传播伦理问题$ 职业伦理总的

趋势是走向实践或者应用伦理' 最终会走向公共伦理$ 媒介伦理学将继续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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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福德"克里斯蒂安斯 (<-3..(*; <0*3783,+7) 博士现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传播荣休教授' 是一位

享誉世界的传播学者' 研究专长是媒介伦理和公共伦理& 他早年毕业于南加州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传

播研究所' 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 长期任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讲座教授- 主任和博士项目负责

人& 克里斯蒂安斯教授著作等身' 独著和主编的有 !媒介公正. 道德伦理问题真的不证自明吗/#- !媒

介伦理学#- !公共传播伦理# 等十余种' 其主要研究兴趣在媒介伦理和普世价值' 在英国- 法国- 荷

兰- 芬兰- 中东- 韩国- 中国等地讲学' 其著作翻译成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 笔者近期围绕媒

介伦理的现状和走向对其进行了深度访谈&

一+ 学术历程和研究焦点

陈. 克里斯蒂安斯教授' 感谢您接受这次访谈& 虽然您在媒介伦理学方面的研究有着世界性的影响

力' 而且有两本著作 !媒介公正. 道德伦理问题真的不证自明吗/#-

*!+

!媒体伦理学#

*%+已经被翻译成

中文在中国出版' 但中国读者对您并不熟悉' 您能简要介绍一下您的学术历程和最近的研究焦点吗/

<<. 谢谢' 很高兴能参与这次访谈& 最开始的时候' 我本科专业是古典学' 专攻希腊语言' 需要

阅读希腊哲学家的经典文献' 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这种对语言的兴趣引导我获得了一个社会语言

学的硕士学位' 专攻于乔姆斯基 (A(,=<0(=7d9) $转换生成语法%& 后来我又完成神学伦理学的第二

个硕士学位& 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的博士项目一直将语言理论置于其培养方案的核心' 在这我完

成了博士学位& 我的专长是语言哲学' 博士论文的研究题目是关于雅克 (埃吕尔 (',>g)17W--)-) 的

$社会宣传是工业社会中当代大众媒体的语言% 的概念& 詹姆斯"凯瑞 (',=17h@<,*19) 是我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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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和当时传播学博士项目负责人& 我一直在伊利诺伊大学任教直至任全职教授' 我本人任这个

博士项目的负责人 !G 年& 在学术休假期间' 我做过普林斯顿大学伦理学访问学者' 芝加哥大学社会伦

理学访问学者和牛津大学皮尤研究员 (I1Zi1--(Z)& 我的研究焦点是道德哲学' 尤其是普世主义- 相

对主义和伦理理论等议题&

陈. 您提到了法国技术哲学家埃吕尔' 他主要研究技术自主和技术中立问题' 并探讨了技术伦理问

题& 我们知道您的研究从技术哲学开始' 您的博士论文的主题是 $传播语境中的艾吕尔的技术% (',>̀

g)17W--)-2 7V,M1>0+3g)13+ ,<(==)+3>,83(+7<(+81a8)' 然后您转而走向媒介责任和伦理' 在外人看来'

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您如何做到了这个转向' 是什么样的考虑推动了您的这次转向' 您是如何在艾

吕尔和媒介伦理之间实现了桥接&

<<. 由于我的兴趣是符号理论' 我被埃吕尔对大众媒介技术的理解所吸引& 艾吕尔将媒介技术视

为工具主义' 是没有手段的目的' 被机械性即效率所驱动& 他继承了因尼斯 (],*(-; +̂+37)- 麦克卢汉

(:,*70,--:>V)0,+) 和尼尔 (波茨曼 (A13-I(78=,+) 的加拿大媒介生态学的传统& 技术形式' 而不仅

仅是媒介内容' 在深入理解媒介意义上是必不可少的& 而且当媒介系统被视为技术结构时' 它们展现

出了技术作为一个整体的特质' 它们是非道德的' 被理解为一种不能代表人类价值但衍生出一种技术

文化的工程模型& 实际情况是' 大众媒介代表了一种非道德性的世界& 埃吕尔强调对立面' 即以人类

为中心的道德性世界' 使他成为了革命性的人物& 埃吕尔是一位辩证主义者' 关注从社会学和伦理学

意义上去理解大众媒介技术的问题所在' 比如他的代表性著作 !自由的伦理# 就是探讨这个问题&

我自己对媒介责任和伦理的思考不是仅限于艾吕尔& 自从我开始媒介伦理的学术研究' 就有了自

己的个性& 但是我们之间的联系就是. 埃吕尔在其 !宣传和言语的耻辱# (I*(J,4,+;,,+; ])=3-3,83(+ (.

801h(*;) 一书中在媒介技术上的社会视野和我的媒介伦理学上的社会视野有着共同的范畴& 我不是对

个体伦理感兴趣' 而是制度伦理& 我在多篇论文中发展了这个论证' 给技术更多的重视' 以此阐明全

球媒介时代和技术经常革新的数字媒体时代的组织结构&

二+ 普世伦理准则和社会责任论

陈. 显然' 数字媒体时代的媒介结构和运作模式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现在我们处于新媒体语境

下' 在新媒体语境下的传播伦理与传统媒体的伦理有什么差异' 有什么新的议题值得我们关注& 在中

国' 我们一直在讨论微博伦理的底线' 因为有很多虚假信息存在& 众所周知' 现在世界上部分国家仍

然存在对因特网' 包括微博的审查' 有些人由于有虚假和非法的信息存在' 所以我们必须对新媒体进

行审查' 但是我们知道微博鼻祖 8Z3881*上是没有审查的' 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 新媒体环境下的伦理议题是埃吕尔强调媒介技术而不是节目内容的一个论证' 新媒体环境有

着不同的应用和语境' 在新媒体平台上' 不同文化可以互相学习& 新的虚拟空间技术不需要新的伦理

规范' 但是一般德行的伦理议题' 如非暴力- 真相和人类尊严必须被采纳'

*D+这些与电子世界相关& 当

技术是匿名时' 虚假- 煽情和非法的信息倾向于泛滥' 但是世界范围的因特网体验证明审查不是一个

解决办法' 批判意识教育是媒介和正规教育的标准& 提高自觉' 让用户成为称职的读者和观众' 教育

学生在学校时批判地思考' 从长远来看是比政府审查更加有效的策略&

陈. 您刚刚提到的 $人类尊严' 告知真相和非暴力% 是在您在一篇论文中说过' 那篇论文的主旨

是提出了普世 (5+361*7,-) 的伦理准则&

*H+众所周知' 在国与国之间' 伦理准则是有一定差异的' 您认

为政治经济制度如此多元的语境下' 仍会有一个普世的传播伦理准则吗/

<<. 正确理解 $普世% 的概念非常关键& 从启蒙运动开始' 在西方模式中' 普世被认为是数学术

语' 就像物理学上的万有引力定律一样& 这种严格的普世主义在牛顿的机械宇宙学中是可能的' 因为

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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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牛顿眼中' 世界是不变的' 总是像机器一样运转& 在爱因斯坦和达尔文来看' 对正式的- 公理一样

的植根于形而上学的抽象是不可靠的' 并没有超越文化- 语言和政治的本质人性&

当我讲普世伦理' 普世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启蒙意义上的普世' 被认为能超越时间和空间& 我的

普世概念认为它超越空间' 但不一定能超越时间& 我的普世是 $原规范% ( J*(8(+(*=7)' 这是在我们理

论背后的预设和前理论& 这使我从认识论的关注转向了哲学人类学& 我的伦理学是关于普世生灵' 不

是追随康德的绝对命令的伦理&

理论是对现状的对比性框架& 理论不是科学定理' 但是给我们一个认识现实的内在视野& 西方伦理

学理论基于个人自治和个人决策' 其鲜明的对立面就是普世的人类团结& 如果你以普世人类开始而不

是个人自由' $原规范% 就是人类具有跨文化的生命神圣性& 这个 $原规范% 出现在我们五大洲伦理学

研究的起点& 从原准则生发而来的就是对人类生命的尊重' 出现了这些伦理标准' 如人类尊严- 告知

真相和非暴力&

陈. 这么说来' 您的研究强调的是媒介和传播的伦理与责任问题' 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您一直致力

于复兴社会责任理论& 如果不是' 这二者之间的差异是什么/ 众所周知' 社会责任论从一开始提出就

备受批评' 尤其是受批判学派' 如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评& 斯麦兹 (Q,--,7T=9801) 就认为社会责任理

论是大企业公共关系项目的一部分'

*$+阿特休尔 ('@]1*C1*8L-87>0)--) 在 !权力的媒介# 一书中认为社

会责任论对新闻界的期望是不现实的' 给了新闻界无法承担的负担'

*G+您怎样看待这些争议&

<<. 我发展了社会责任理论' 但是思想渊源有别于哈钦斯委员会& 我和哈钦斯委员会做了相同的

论证' 反对自由主义新闻界' 认为新闻界必须服务于社会' 而不是服务于企业和政府& 否则媒介没有

履行起其在民主社会中的责任& 阿特休尔和斯麦兹的批判路径做出了正当的反击' 它们认为社会责任

论虽然使新闻界远离政府控制' 并且警告了商业的影响' 但它仍然基于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义' 以及所

谓的消极自由& 以一种更有效的方式对社会负责需要一种媒介的公共所有' 这样媒介的内容和结构能

真正代表公众& 因此' 在我的眼中' 我赞成哈钦斯委员会提倡的 $ 条标准' 但我更呼吁一个不同于自由

主义的根基& 当普世的伦理准则成为了社会责任的根基' 我们就应该反思对早期新自由主义版本的社

会责任论的批评& 社会责任应该是一种国际性的标准' 而非从西方进口& 关于社会责任论是非现实的

控诉' 我的思考是使其变成一系列可以遵守的准则' 这些准则可以被支持' 即使其运用和实践仍然很

脆弱&

三+ 东西方思想渊源与媒介伦理

陈. 您强调社会责任应该是国际性的标准' 而超越了种族和制度' 这也与您研究取向相一致& 您一

直关注将中国儒家伦理整合到媒介伦理中' 为什么您会如此关注一个东方哲学传统' 儒学伦理中有什

么可以运用到媒介伦理和传播伦理中' 二者之间如何实现嫁接' 如何实现儒家哲学和媒介伦理的相互

勾连/

<<.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 东方的孔子和西方的亚里士多德都值得着重关注' 虽然亚里士多德比

孔子晚一个世纪' 也没有受其影响' 但它们都推进了一个相同的美德伦理& 这种在不同环境下的发现'

可以被理解为. 他们都认识到了一个持久的关于人类生活的观念& 他们都关注中庸路径' 呼吁避免走

极端的美德行为& 在各种历史发展而来和不同文化体系的伦理系统中' 美德一直是一个持续的诉求'

并没有被责任伦理或者结果论 (<(+71g)1+83,-37=) 伦理所代替& 对一个伦理学者来说' 我对这种伦理的

持续形式的起源非常感兴趣& 两位大师开始了这两种不同的伦理学思想起源' 彼此都审慎考虑当地的

语境' 但是其背后却都对人类作为一个道德生灵做出了相同的论证' 所以' 将他们进行关照和对比就

不可避免&

亚里士多德强调实践理性' 孔子却没有& 孔子比亚里士多德更重视品质' 他们都讲中庸- 节制和平

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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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 但是亚里士多德的当时语境是民主和雅典城邦& 对孔子来说' 语境是 $仁%- 人性或者普遍人道&

因此' 孔子适用于跨文化语境' 不仅仅是民主社会' 而是任何社会组织& 亚里士多德的取向是强调个

体权利' 而孔子则更具有作为人类权利基础的普遍性和包容性的潜力& 儒学在媒介中的运用植根于美

德伦理' 儒教呼吁媒介从业者的正直' 人们的平衡和和谐' 管理者和从业者体现良好品格' 这些都应

该是现代媒介和传播的基本规范&

*K+

陈. 我发现您的研究涉及几个不同概念' 媒介伦理和传播伦理' 公共传播伦理' 这几个概念有什么

差异&

<<. 公共传播伦理和媒介伦理基本上指的是相同的领域' 其中' 传播伦理主要面对人际伦理' 以

区别于公共或者媒介伦理& 但是他们的先后次序非常重要&

我在伦理学方面的工作基于所谓的公共生活和一般德行& 伦理学理论和准则是为了整体社会而产

生的' 而这些公共生活的准则正是媒介从业者应该采纳的& 那些开始和关注媒介伦理' 并发展起来的

职业伦理是狭隘和自私的' 远离了媒介问题和议题& 所以' 不能从媒介开始' 我们应该从公众开始&

伦理议题是社会的中心' 也是媒介的中心& 媒介从业者的行动要更加合乎道德' 他们不能仅仅知道媒

介伦理准则' 而且必须熟知社会伦理& 因为媒介向公众传播' 它们对公众的伦理导向使他们能够服务

公众' 像公众一样思考' 而不是作为一个从公众脱离的职业精英阶层& 我最近的一本书的题目是 !公

共传播伦理# (W803>7.(*I)C-3><(==)+3>,83(+)' 这本书表明. 真相- 人类尊严和非暴力等伦理原则为什

么是社会的原则'

*E+如果我们作为媒介从业者去学习它们' 我们就能够根据它们进行思考和行动' 而不

是追随我们自己内在的标准' 这些标准与一般的德行是不相符的&

四+ 媒介实践中的伦理背叛

陈. 但是遗憾的是' 受政治权力的约束和经济利益的驱使' 现在仍然有一些媒体的行为不符合公共

伦理标准' 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内在标准' 或者 $潜规则%' 这些标准与公共道德显然是相冲突的' 去

年 K 月发生的 !世界新闻报# 窃听丑闻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新闻集团的窃听丑闻导致了百年老报 !世

界新闻报# 的倒闭& 围绕这个事件' 有很多关于媒介法制议题的讨论' 但几乎没有关于媒介伦理的声

音& 您认为其中涉及到相关的媒介伦理和公共伦理问题吗/

<<. 在职业实践- 法律和伦理之间有明显的差异& 理想上' 应该有职业技能和遵守法律的实践者&

但是在复杂的情境下' 技能和法律经常是不够的& 最好的媒介组织会增加伦理需要' 他们会希望他们

的政策和实践' 不仅仅遵守法律' 而且合乎伦理' 比如' 尊严& 在 !世界新闻报# 倒闭的案例中' 伦

理背叛是难以想象的严重和广泛& 各地有一些批评者描述了伦理的失败' 但是正如您的问题所指出的'

法律的框架占统治地位& 显而易见的违法' 让这种重视可以接受& 法律维度有惩罚的益处' 然而法律

考量并没有占据我们对这个案例的理解的全部' 伦理问题也很明显和显著' 应该受到广泛的关注& 一

个有能力和资源在当今全球和跨文化环境下职业性地运作的国际性新闻机构竟然是如此堕落' !世界新

闻报# 甚至没有达到法律范畴内的最低标准' 这是一个悲剧&

陈. 在 %& 世纪 K& 年代晚期' 第三世界国家提出了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 并引起了国际性的反

响' 结果就是 $麦克布莱德报道% (:,>_*3;1U1J(*8) 的诞生& 但很遗憾的是' 在 %! 世纪' 相关的讨论

已经消失' 这种撤退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可能政治经济因素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传播障碍的主

要因素' 美国处于世界传播秩序的中心'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传播是不平等和不自由的& 从一个

角度来看' 您认为在国际传播中有没有一些伦理学的议题' 对国际传播新秩序的讨论是否需要增加一

些伦理考量/

<<. 麦克布莱德报告 !一个世界' 多种声音#' 在媒介伦理学的历史上非常重要& 当解释媒介伦理

学的当代史时' 我经常从 $麦克布莱德报告% 开始& 这是一个让媒介伦理学议题国际化的事件& 在这

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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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要的报告之前' 媒介伦理基本上是从上到下- 从北到南的发展过程' 工业民主国家为发展中国家

设定了标准& 麦克布莱德报告让这个家长式的做法变得无法接受& 从麦克布莱德报告开始' 在媒介伦

理上的重要工作一直是跨文化- 跨性别和跨国家的& 最好的工作寻求一个平等的伦理' 而不是等级制

的& 真相的概念在世界范围内处于媒介伦理的中心' 但是他不是像在西方术语中作为一个客观真相'

而是一个真正的公开& 即使是麦克布莱德报告本身也可能不会在 %! 世纪伦理学研究中被正常讨论' 他

的建议仍然在当今媒介伦理工作中受到广泛重视&

虽然我想说其他思考路径可能更加重要' 但是你所指出的政治经济学是有帮助的& 正如我所看到'

我们还没有足够深入地去探讨发展传播学的理论化& 勒纳和施拉姆的现代化理论现在已经被怀疑' 即

使是罗杰斯 (W61*188U(41*7) 的 $创新和扩散理论% 现在看来也是帝国主义式的& 但是在我们发展传

播学模式中仍然有前进中的依附和启蒙的概念& 积极受众理论取代刺激反应理论使得一些打破依赖的

进步' 但是将发展传播重新概念化远远没有结束&

五+ 媒介伦理的走向

陈. 发展传播学任重而道远& 最后' 您能设想一下未来媒介伦理的走向吗/ 将来的媒介和传播伦理

会融入公共伦理' 还是会仍然以独立和独一的学术研究领域而存在于学术场域中/

<<. 作为学术研究' 职业伦理总的趋势是走向实践或者应用伦理& 不是一方面是元伦理学 (:1̀

8,1803>7)' 另一方面是价值阐明, 实践或者应用伦理学是规范而不仅仅是描述& 生物伦理学- 法律伦理

学- 商业伦理学- 媒介伦理学等研究' 都在寻求共同的概念和议题 (比如公正)& 媒介伦理学对这个实

践和应用伦理学的发展做出贡献是非常重要的' 而不仅仅是追随它们' 并被医学和法律伦理学所局限&

可能在未来' 实践或应用伦理学会被重新命名为公共伦理学'

*"+即使在任何一个国家这种替代还看不出

任何端倪&

虽然我们可以想象长期的各种职业伦理学会融合进入所谓的应用或实践伦理' 媒介或传播伦理学

将仍然是一种显学' 只要还有一个称为媒介研究或者文化研究或者传播研究的学科& 比如媒介研究'

正在日益跨学科化' 学科的特质- 期刊- 系部- 学术组织- 教授头衔等都趋向于维持学科地位' 媒介

伦理学如果也是这样' 它将继续作为一个独特的学科而存在&

陈. 您对媒介伦理学的乐观态度给了我们对媒介研究- 传播研究的信心& 谢谢您欢迎再次到中国

讲学&

<<. 我多次去过中国& 中国是我精神上的另一个故乡' 中国的孔子和儒家思想是我媒介伦理研究

的重要思想渊源' 推进了我的伦理学研究& 我今年 $ 月份会到中国短期任教' 希望能够再次体验中国'

体验东方人独特的伦理' 找寻普世的伦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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