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学期因为一些琐事

一直打不起精神，应承的约稿一

篇也没兑现，甚至有铁杆粉丝看

到我的个性签名 " 退出江湖半

年，忘记哥的传说 " 后，微信留

言问我是不是出什么状况失踪

了。很抱歉啊，哥还在，也没停止

思考。这不，最近在课上与 2016

级的新闻学生共同思考了一个

问题：假如没有传媒业，我们的

生活将会怎样？之后，我又看了

在第十九个记者节到来之际他

们这些 " 准记者 " 的感悟，让我

精神大振，感觉又满血复活了，

今天就分享给大家。

关于传媒业，百度百科是

这么说的：传媒业是指传播各类

信息、知识的传媒实体部分所构

成的产业群，它是生产、传播各

种以文字、图形、艺术、语言、影

像、声音、数码、符号等形式存在

的信息产品以及提供各种增值

服务的特殊产业。传媒业是一个

以信息服务为主体的产业，假如

没有传媒业，我们的生活将会怎

样？

袁媛：如果没有传媒业，我

们的生活应该是如一口枯井一

般索然无味。一个没有信息更新

传播的社会，是一个残缺的社

会，如果没有传媒业所提供的信

息供我们了解选择，如果没有传

媒业揭露的工厂黑幕、官员行

贿、食品安全等关乎我们身体、

思想的真相为我们所了解，那么

我想，那样的一个社会将是污浊

不堪的社会，人们仿佛行尸走肉

一般，对外界的事件，对身边的

变化，对有毁三观的真相一概不

知，这将是一件可怕至极的事

情。我们不能没有传媒业，没有

传媒业的社会的人们将寸步难

行。

杨倩雯：其实传媒业的发

展，也给我们日常生活带来了许

多负面影响。媒体从众心理严

重，追求轰动效应，丧失了社会

责任意识，媒体自身也存在 " 沉

默螺旋 " 现象，要么不报，要么

铺天盖地。如果没有传媒业，自

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假如没有

传媒业，传媒中的 "嫌贫爱富 "

心理，偏爱 " 强势群体 " 多、关

注 " 弱势群体 " 少的现象将会

减少。传媒业常常在利与义之间

难以兼顾，很容易发生利益与公

信力的错位。大众一方面在跟着

媒体走，一方面又形成了依赖媒

体却不信任媒体的矛盾心理，媒

体也陷入了受众既离不开它又

排斥它的尴尬境地。假如没有传

媒业，这种情况将不复存在。

陈明明：没有了传媒业会

带来生活上的不方便，也会带来

一些好处。当我们离开互联网，

手机等，走出屋内，用眼睛看世

界时，会发现不一样的时间，不

一样的自己，我们的眼睛开始有

了新的发现，不在拘泥于小小的

屏幕，方方正正的文字上，我们

的手开始触摸新的事物、新的生

命，不再离不开鼠标、手机，于是

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用脚走遍

世界，用眼观察世界，这一切的

一切，互联网给不了，只有自己。

放下电脑、手机，看一本好书，游

一次公园，写一次汉字，如果传

媒业还在，我们又怎能做到。数

字化时代的我们沉溺于虚拟世

界中无法自拔，自以为了解天下

事，却活成了囚中人。

李云洁：传媒行业运行数

百载，其中从业人员不计其数，

无论从传媒理想上来说，还是从

传媒情怀上来说，传媒业都不会

轻易消失，一旦没有了传媒业，

大批人员将面临下岗失业问题，

此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我

们应用新技术力量驱动传媒业

发展，改善整个媒介的运作逻

辑，管理模式和媒体文化。我们

更期待一种重新定义的媒介，一

种全新的格局，全新的传媒业，

以及更多元的生产力量，可以推

动公共信息生产水准的提升，推

动社会更好更快的发展。

点评：其实，这样的假设好

像是没什么道理的，但学生的观

点一看就是专业的。马克思说：

人们能够自由地活得世界范围

内的最大信息，才能得到完全的

精神解放。这就是传媒存在的意

义。纸媒的冬天喊了很多年了，

在我看来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

新闻是不会死的。而媒介因为技

术的进步更新换代那是必然的。

前几天看了我的同事马慧茹教

授出的一本书《媒介的黄昏》，我

不知道卖的怎么样，在孔夫子拍

卖网上是显示 " 无人出价 " 状

态。我想，熟悉新闻传播的，看这

书名就有问题。不具体到哪一种

媒介来断定它的生死，让从业者

和寥寥无几的研究者都不会感

兴趣。黄昏这种说法是趋势判

断，必然模棱两可，验证了还好

说，否则就很尴尬。就跟我 15 年

前应一家期刊写的一篇评论《余

秋雨的黄昏》，回头来看十分的

后悔。虽与余先生有过一面之

缘，且他的书也读了几本，但只

凭自己的印象去断定一个人走

向黄昏，是很浅薄的，我应该真

诚地向余秋雨先生道个歉。

所以，以后再看到说传统

媒体的黄昏、冬天什么的，干脆

就不要理了，世间万物都会经历

黄昏、冬天，就算传统媒体黄昏

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记者节

快到了，我的学生每人写了一篇

演讲稿，令我十分欣慰。他们的

想法才是真实的，也让我看到了

媒体的希望所在。

栾雨凡：我 2016 年入学，

有幸成为了大学生记者团的一

员，成为了一名校报记者，永远

奔波于校园新闻的第一线，加上

我所学的专业是新闻学，对于记

者这一职业的理解也更加深刻。

我认为记者是一个神圣而伟大

的职业，为报道重大事件而不顾

危险深入一线，为发掘事件真

相、弘扬社会正义而奔波着四处

搜寻线索，不为别的，只为了自

己的社会使命感和正义感得到

满足。现在，我大三了，成为了系

报的主编，不同于校园记者，我

要学会去统筹各个稿子之间的

关系，分清主次，力求吸引更多

的同学关注校园动态，同时将我

两年记者工作的积累和我的新

闻理念传给下一批校园小记者。

这样的工作使我对新闻、对记者

都有了更深的理解和不同的感

悟。

徐雨晨：在大学学习新闻

已三年，对新闻行业越来越了解

的同时，也渐渐明白新闻人的不

易。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

的时代。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让

记者采集信息、编辑等工作变得

相对简单容易。但也是正因如

此，信息的大爆炸，让许多记者

迷失了做新闻的底线，如新闻稿

件不证明真伪直接在网上发布

虚假新闻的泛滥，各式各样标题

党等等，这些行为的目的无非是

吸引读者注意，增加阅读量。不

过我们更要清楚的明白这些不

过是 "食品的包装纸 "，能长久

的吸引读者的是真正的 " 食品 "

在这个时代里当一名记者是不

易的，不仅面对的 " 诱惑 " 多，

职业压力也是日益增加，我想这

些都不能成为那些真正追求事

实真相的记者们的绊脚石。记者

被称为 " 无冕之王 " 是因为记

者代表正义，只有那些依然坚守

着底线，守卫着正义的记者才能

承担得起这个尊称！

刘舒华：有些人敬重记者

这份职业，他们看到的是一篇篇

揭露黑暗丑黑代表人间正义的

文章；有些人误解记者这份职

业，他们想象的是纸醉金迷和权

利的无所约束；有些人更会羡慕

记者这份职业，他们往往怀着英

雄梦想，指点江山，挥斥方遒。记

者，正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职

业。一个时代对记者这样一份职

业的理解以及记者这个职业本

身所带来的影响与每一个记者

息息相关，如今纸媒江河日下，

新媒体正在崛起，似乎在这样一

个信息时代，每个人都能成为记

者，按下快门上传信息，随时随

地都发声，每一个人都是自媒

体，可是这样真的好吗？

袁媛：曾经是央视首席记

者的王志安说，记者这个行业正

在全面衰落，收入低，职业前景

也缺乏成长。可是，难道这么多

人不看好我们的行业？我们就真

的放弃了吗？我的答案是永不。

我依旧坚信的是，社会缺少不了

记者，记者对社会的贡献不是网

络舆论三言两语就可以抹去的，

虽然现在有些没有职业道德的

记者报道发布一些不实消息，大

众也对记者的信任感降低了，但

我们仍然坚信，只要我们这些坚

持初心的记者还在，就一定可以

带动更多优秀记者前行，共同营

造好的新闻舆论环境，战胜邪恶

力量！

点评：新闻工作是一项神

圣而光荣的事业，肩负着历史的

使命，承载着时代的重托。著有

《民主的看门狗》的已故白宫记

者海伦·托马斯曾说：" 新闻记

者，是公众信息的提供者，他们

是民主的看门狗。没有知情的民

众，就没有民主可言。对当权者

提出尖锐的问题，并且督促他们

真实、完整、诚实地实践他们对

公众的承诺，是记者和编辑的使

命。"这个西方记者追求的信念，

同样适应于中国的媒体和媒体

从业者。

10 月 30 日，金庸诀别江湖

而去，人间再无侠客行。作为六

零后，这几天让我重新回忆了曾

经彻夜阅读武侠小说的经历。金

庸带走了一个属于我们的武侠

时代, 属于 90 后的是 IG 捧得

全球总决赛的冠军奖杯，其冠军

之路也一如金庸笔下的大侠的

成长之路，曾不被理解和拥有遗

憾青春的那个庞大的年轻群体

终于获得了释放，11 月 3 日的各

大高校的英雄联盟迷们的狂欢

一下子给大叔大婶科普了电竞。

而在 2018 年，我们不能忘了一

个人 -- 崔永元，他在现实世界

里凭侠肝义胆独战江湖。其实，

所有记者本来都跟崔永元一样

有成为公平正义化身的理想，只

是现实必定不是虚拟，它太残酷

了。

本期就算跟立志闯荡媒体

江湖的弟子们一起庆祝即将到

来的记者节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