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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道德与法律的变化与调整。最近中央出台新的精神，在

全社会宣传“八荣八耻”。荣辱观教育是面向全社会的，因

为道德危机久已成为社会普遍现象甚至成为社会痼疾，道德

重建势在必行，荣辱观教育的本质也就是强化道德建设，而

对新闻传播业来说，尤其有现实针对性。 巧得很，近来发生

的涉及新闻职业道德的丑闻特别集中，虽然看上去都是孤立

的，然而却有共同的背景，都起因于从业人员对新闻职业道

德或新闻工作相关政策法律有章不循甚至以身试法。可以说

，症结就在于没有遵守职业道德规范，没有树立起正确的荣

辱观。 新闻工作是面向社会大众的事业，对于从业人员的道

德品质与政策法律意识有着较之一般行业更高的要求，在一

个高速发展、不断出现新事物、新变化的环境里，新闻职业

道德与政策法律意识都必须不断升级，以保证与时俱进，否

则必然会出现很多问题。 隐性采访引发争议 今年五一长假期

间，云南发生一起游客交通事故，本来这是一条很普通的灾

难新闻。可是，由于报纸记者采访报道的方法，却引起了一

场舆论上的争执。华夏时报一位记者以死难者的同学名义进

入生前所住宿舍，隐性采访了其同学，使这一车祸新闻变成

了一篇有大量当事人生活细节与背景的特写，在采编业务技

术上进行评价，这一报道比其他传媒的同题报道更有可读性

、更有趣味性。 引发争议的不是新闻的真实性，也不是稿件

水平，而是记者的采访手段。被采访者认为记者冒名伪装，



骗取了自己的信任，利用被采访者不设防、无准备的状态下

提供的信息写成稿件公之于众，在道德上是不可取的。 华夏

时报是一份新报，笔者刚巧带中国传媒大学报刊编辑课的同

学去参观过，所以，亲眼看到了编辑记者都是比较年轻的，

而且士气颇高，敬业精神可嘉。一条车祸新闻能被如此高效

率地采写编发成重头报道，可见其效率与竞争意识。 问题在

于，隐性采访在什么样的情况中才是正当的、可行的，而在

什么样的情况下不宜使用？新闻行业一般的规则是：对于明

显关系到公众利益的负面新闻而采访时被采访者不予合作，

此时不妨使隐性采访手段，而对于其他新闻，则尽量不要使

用隐性采访，否则就是小题大做，严重的甚至会演变成了

《1984》寓言中的处处是监视器、人人自危的恶梦。现代化

的技术使得偷拍偷录非常便利，新闻工作者几乎随时随地可

以用电子设备记录采集音像信息，手机就有拍照、摄像、录

音的功能，还有MP4、数字录音机等等，可以说，如今人们

在这方面防不胜防。 记者卧底与伪装，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才可为之，如果无论什么时候都随时采访记录，那么在很多

场合肯定会不受欢迎，将心比心很容易理解：即使在报社内

部，大家也不会容忍谁随时录音录像吧？ 这一事件无足轻重

，但是却提醒了新闻同行：如果隐性采访还没有被列入新闻

职业道德规范，那么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认真思考并制定出相

应的规范的时候了。 当隐私遭遇新闻 窦唯大闹新京报案，

是5月份另一个轰动新闻。这一事件已经构成治安案件，公安

部门将依法处理窦唯。作为引发此案的有关编辑记者，虽然

在法律上可能没什么麻烦，但是在道德上却必须面对舆论的

考验。 窦唯事件很简单，其实就是一个隐私权的问题。明星



是公众人物，相对来说处在被曝光的位置，明星也知道这一

点，因为演艺界人士本来就千方百计想出名。不过，万事有

个度，如果传媒对名人的曝光过了度，超出了对方的容忍极

限，就会招致类似结果。需要指出的是，公众人物不止限于

演艺界人物，在世界范围，公众人物首先是政界人士，而国

内的报刊追逐聚焦的是演艺明星，这虽然一方面成就了演艺

界人士的知名度、社会关注度，但是同时也就直逼其个人隐

私。 国内传媒是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在上世

纪90年代以后才出现演艺娱乐新闻热的，这就决定了新闻从

业人员在如何处理对待明星的报道上，缺少现成的规矩与传

统，事实上，同样的记者在采访政界、军界与企业界人士时

绝对不会像对待窦唯这样。 报刊追星是近些年的一种潮流，

在性质上这类新闻都是哗众取宠，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窥视

欲。这种稿件最难把握的就是分寸，也就是如何在趣味性、

猎奇性与低级趣味之间把好度。娱乐新闻一旦走上煽情的路

线，就有失报格。 演艺界与报刊的关系，从来都是相互依存

的，发生纠纷非常正常。新京报的处理应对，也做到了理智

与合法。如果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以提醒同行的话，那便是对

于名人的隐私，在追星时别追得太起劲。在这一领域，有时

法律鞭长莫及，只能靠新闻职业道德来进行约束。 经济信用

：拖欠工资与稿费 新闻职业道德不仅仅适用于内容层面，也

适用于市场层面。经济上的诚信，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同样

是道德责任。 这几年，由于报刊市场风云多变，不断出现拖

欠编辑记者工资以及作者稿费的现象，事情不只出在一报一

刊，而是频繁发生，这当然是个法律问题，不过，由于事情

有时在份量上还不值得打官司，因此，还是要靠道德来制约



。 一些外行领导按照行政机关的模式处理报刊采编事务，新

闻职业道德底线太低甚至没有道德底线，比如有些报刊领导

居然可以在自己的单位对招聘的编辑记者工作几个月不给发

工资，以种种理由来推诿，全然不顾脸面与单位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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