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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談到小說的群治功能，有一段膾炙人口的論述，他說： 

小說之在一群也，既已如空氣如菽栗，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

屏，而日日相與呼吸之餐嚼之矣。于此其空氣而苟含有穢質

也，其菽栗而苟含有毒性也，則其人之食息于此間者，必憔

悴，必萎寎，必慘死，必墮落，此不待蓍龜而決也。（梁啟

超，1902） 

將「小說」一詞易為「新聞」，可能更貼切！新聞跟小說一樣，有

如空氣、日光、水無所不在，其影響力無遠弗屆。不待近人麥克魯漢主

張「傳媒就是環境」一說提出，梁啟超早已洞悉傳媒之社會影響力。我

們觀察梁氏許多關於報章雜誌的相關言論，可以斷言：就社會影響力這

一點，梁氏如果在世，同樣會主張「新聞∕傳媒如空氣如菽栗，欲避不

得避，欲屏不得屏」，因其含有穢質毒性，日日夜夜，食息者將不免輕

者憔悴萎病，重者慘死墮落。 

這一脈相承的傳媒社會思想，流傳很廣，主調就是「公共利益」，

認為傳媒首要的服務對象，是社會，是大眾。不僅公共傳媒系統要服務

社會，商營傳媒系統也要同樣在服務社會──只是經營方式不同，可以

以廣告營利而已。哲學家杜威曾經提出以傳媒取代教育系統的構想，覆

按年代，大約在梁啟超前後。可以說，服務「公共利益」是傳媒的天賦

職責，也是它所以構成社會重要體制的價值所在。 

梁啟超與杜威不約而同看到的這一點，日後在普立茲和威廉斯手

上，形成了新聞教育的哲學根源。曾經是黃色新聞大師的普立茲，晚年

痛改前非，認識到傳媒必須成為社會正面力量的重要性，乃捐助鉅款，

成立哥倫比亞新聞學院和設立基金獎勵優秀記者。他認為記者的責任重

大，必須像醫師、律師一樣，接受專業教育。 

而世界第一所新聞學院 1908 年（比哥倫比亞新聞學院早了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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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密蘇里大學成立，其首任院長威廉斯，給學生的第一課即是「我堅信

新聞事業是一種神聖專業」。培養專業，無疑是新聞教育的核心價值，

也是始創者所以致力於新聞教育的初心。 

這個思想，是有其社會基礎的。十九世紀末現代報業形成之前，美

國報業經歷了政黨報業和聳動主義報業，尤其是後者，社會為此付出了

極大的代價。痛定思痛，社會菁英逐漸認識了報業的本質及其對社會的

重要性，要讓記者像醫生、律師一樣，以專業來服務社會。這就是為什

麼美國大學新聞學院，模仿法學院、醫學院，是以 professional school

的姿態，而不是以 college 形式出現的原因。二十世紀初正值美國國會

通過教育法案，廣設州立大學，新聞學院趕上了這一波風潮，是在專業

學院實用技藝的大學教育理念下成立的。 

如眾所知，近代中國大學新聞教育受到哥倫比亞新聞學院和密蘇里

新聞學院教師們來華講學的影響，可以推測：新聞專業的理念中國大學

並不陌生。但直到馬星野從密蘇里大學回到政大新聞系任教，才明確地

揭櫫了新聞專業的教育理念。 

馬星野擔任政大新聞系系主任時，仿威廉斯「報人守則」，手擬

「中國新聞記者信條」十二條，闡釋新聞專業的內涵，其中第十條明白

寫著：「吾人深信：新聞事業為領導公眾之事業，參加此業者對於公眾

問題，應有深刻之瞭解與廣博之知識……」其他條文涉及查證事實、謹

慎報導、公正評論以及記者個人操守等專業倫理規範。 

■■■ 

前述新聞專業的濫觴，始於近代報業之前的報業黑暗時代。我們可

以說它是一種矯枉的設計，也可以說它是報業與時俱進的轉身蛻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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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如何，專業主義的理念是奠基於個人報業的，是俗稱記者為無冕之王

思維之下的產物。細看專業的內涵，從要求記者擁有豐富的知識到要求

記者操守高潔，在在顯示：我們現在所瞭解的新聞專業，在二十世紀伊

始的美國新聞界和新聞教育界，基本上是新聞學術兩界迫於社會壓力所

做的矯枉設計，它意外給予了近代報業一個華麗轉身的機會，專業主義

的義理，成為近代報業價值觀的冠冕。 

當然，專業不是鐵板一塊。日後的報業發展中，專業與其所在的報

業現實和社會環境之間，不斷拔河，也不斷自我修正其內涵。新聞專業

義理逐漸納入了傳媒組織、傳媒產業、社會與政府等相關的型塑力量。 

本文無意、也不能析辨新聞是否為一種「真正」的專業，礙於傳媒

學術兩界對傳媒專業問題討不多，本文借用職業社會學概念，將專業特

質分為「專業知識」、「專業自主」、「專業組織」、「倫理規範」等

四項（羅文輝，2013），來追思徐佳士教授的新聞專業事蹟，包括記述

他作為一個記者和作為一個教育者的相關行誼。筆者認為，貫穿記者徐

佳士和教師徐佳士的，正是新聞中的專業。 

■■■ 

關於專業自主 

根據徐佳士自述，他的外勤記者工作生涯，始於在校時參與系上自

辦的社區報紙《南泉新聞》（在重慶南溫泉）。政大新聞系畢業後進入

南京《中央日報》當記者，跑社會新聞，1947 年擔任東北特派員。當

時的社長是馬星野，採訪主任陸鏗。 

徐佳士回憶他在南京《中央日報》工作的日子時說：「馬老師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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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辦成『每日的百科全書』，他的新聞理論、做事方法及對新聞的執

著，給我很大的啟發。」 

報紙既然是每日的百科全書，為社會所需，有如空氣、日光、水，

這樣的辦報願景，毫無懸念地相對要求工作人員必須具備極高的專業條

件，這是普立茲和威廉斯重視新聞專業教育的初心。 

馬星野從密蘇里帶回來新聞專業的觀念。從相關的資料，包括《陸

鏗回憶錄和懺悔錄》，可以覆按：當時《中央日報》編採部門享有相當

高的編採自主權，社長只負責報社的經營，不管編採部門的日常編採作

業，有如「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青年記者徐佳士，在《中

央日報》體驗了高度自主的編採環境——也就是當今新聞界所謂的「內

部新聞自由」，從來是專業新聞人所一心嚮往的工作環境。南京《中央

日報》創造了中文報業歷史上的一個洞天福地，成為那時代的領導報

紙，並非無因。徐佳士的親身經驗是： 

「有一次我採訪國民大會，會中有一位東北代表大聲指責陳誠

把東北丟了，主張「把陳誠殺頭」，我就據實寫了這條新聞，

而陸（鏗）主任居然也把它登出來。後來我才知道，馬老師因

此事受到當局很大的壓力，但他沒有處罰我，也不讓我知道。

陸主任也為我「挺」了下來，自己承擔了責任。事後他才告訴

我：「你差點完蛋。」（見蕭容慧，2004） 

在抗戰勝利後的南京《中央日報》，編輯室自主權受到的尊重，一

時無兩。報社主管甘冒危險力挺旗下記者的，徐佳士並非孤例。採訪主

任陸鏗多年後承認自己心中「有日報，無中央」，新聞取捨秉持優先考

量公共利益的原則，在當時實是戰戰兢兢走鋼絲上。《中央日報》是中

國國民黨黨報，外界視之為國民黨喉舌、傳聲筒，譏諷它只有宣傳沒有

新聞，是「有中央，無日報」。陸鏗此語，意在反駁外界對中央日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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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 

關於專業知識 

新聞專業理念從一開始就是從記者的素質破題的。無論普立茲、威

廉斯、馬星野或徐佳士，無不強調專業知識對新聞工作的的重要性。細

究他們所謂的「專業知識」內涵，也無例外，並非指某種專門知識，而

是指博雅豐富的多方面知識，也指廣泛的常識。 

英文「專業」（profession）一詞，徐佳士以慣有的徐式幽默，翻譯

成中文，為「博腦佛心」。1979 年，徐佳士在《中國時報》版面上以

一篇題為「記者權的浮現」短文，正式提出新聞人「博腦佛心」必要性

的呼籲： 

「新聞記者在今天自由世界盛行的制度中，地位是很微妙的。

他在報社、通訊社或電台等傳播機構的外面，十分類似律師和

醫生，有著「博腦佛心」（profession）的架勢。他的腦應博，

心如佛，跟製造皮鞋或依公務人員服務法而辦事的人是不一樣

的。他應該具備專而廣的知識和技能，懷著菩薩心腸，犧牲小

我做救人濟世的工作。」（徐曉，1979 年 11 月 6 日；編按：

徐曉為徐佳士筆名） 

次年徐佳士在《天下雜誌》的文章中，以「博腦佛心」為題，談到

台灣社會專業團體、專業人士，包括媒體界人士，自律不足的問題。這

是將專業的內涵，從知識廣博進一步擴大到自律。這裡暫時按下不表。 

1967 年政大新聞系將兼任教授徐佳士改聘為專任教授，兼系主

任。徐佳士於是辭去台北《中央日報》副總編輯一職，專心政大教職。

他就任系主任之後，在原本已經十分人文社會取向的政大新聞系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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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增了許多後來他稱為「博腦佛心」的改革。 

一、開設第二國文課「現代文選」，要求學生廣泛閱讀古今中外經

典文獻，在課堂上做口頭報告、小組討論、文字報告；二、設立「集中

選修」制度，規定學生在新聞系之外的科系中，任選一系，選修二十學

分，來提高專業知識的素養；三、聘請資深媒體人歐陽醇、余夢燕，藝

文傳播界林懷民、殷允芃等人來校兼課，讓學生透過課程來拓展視野和

增加對傳媒實務工作的認識；四，改變實習報紙的性質，將《學生新

聞》變更成《柵美報導》，使之與社區居民的生活相結合。 

整體看來，這些強調基本工夫的傳統博雅教育，是徐佳士新聞教育

工作的核心價值所在，與今天大學院校重視通識教育的構想不謀而合。 

說到這裡，徐佳士看起來像極了一個傳統派的老學究？當然不是。

徐佳士與時俱進，開風氣之先，曾在系裡新設立了廣告學、廣播電視等

先進的傳媒產業相關課程。只是，他幾乎不提這一類的課程創新，好像

在他心目中，這些終究是屬於職業性、工具性的「專門」課程，不是教

學重點，也非關旨在服務公共利益的「專業」。 

關於專業組織和倫理規範 

典型的專業，其涉及業者的公益事項的，慣由業者的自主性組織來

推動執行，而非依賴外在力量（如政府、法律）的驅迫，因此，業界是

否擁存在著自主性專業組織來維護專業倫理規範，一向是判斷該產業是

否為專業的指標。徐佳士在專業組織和專業倫理規範這兩方面，堪稱無

役不與，是學界奇葩。 

• 他於 1971 年出任剛成立的台北市新聞評議委員會第一屆委員會秘

書長，接受該會委託，與李瞻教授、閻沁恆教授於 1974 年共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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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中華民國報業道德規範」、「中華民國無線電廣播道德規

範」、「中華民國電視道德規範」，是日後中文傳媒自律活動的張

本。 

• 台北市新聞評議委員會 1974 年改組為中華民國新聞評議會，徐佳

士出任第一屆評議委員，並持續達七屆之久。 

• 他想要改變傳媒體制和環境，在倡導新聞自律之外，還大聲疾呼，

鼓吹制訂以保障記者權益為主旨的新記者法。 

• 他支持傳媒產業成立自主性專業組織（1994），支持台灣記者協會

成立「媒體觀察委員會」（1995），支持無電視民主化運動（即黨

政軍退出媒體運動）（2000），參與公共電視法立法，參與籌備民

間公益社團卓越新聞獎基金會，並出任第一屆董事長。 

• 寫了許多文章，宣揚人民知的權利，認為知的權利是基本人權，傳

媒應當提供機會給民眾發聲，讓民眾得以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 

■■■ 

「看」徐佳士可能有許多不同的角度，筆者重溫徐教授行誼，獨鍾

他的「博腦佛心」。你看，把「專業」說成「博腦佛心」，多有東方色

彩呀！從記者徐佳士到教授徐佳士，我感覺到他始終以新聞專業作為主

旋律，這在講求科技至上、績效至上的當今社會，可真是空谷足音。 

令人不解的是，新聞專業自解除軍事戒嚴起，開始全面潰敗。猶記

得軍閥時代，有南京《中央日報》挺身作報業的中流砥柱，戒嚴時代有

記者在新聞裡「埋地雷」以規避警備總部的新聞檢查。這一切恍如昨

日。至於中華民國新聞編輯人協會、中華民國新聞評議會，不是癱瘓，

就是已經解體。自主性新聞專業團體的式微，反射出專業退場的大戲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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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繼續上演中。舊記者法已於 1999 年廢除，連媒體主管機構新聞局也

已撤銷多時，可是我們還未聽到以保障記者為主旨的新記者法（傳媒基

本法），有任何下樓的聲響。置入新聞、行車記錄器新聞、YouTube 新

聞構成了我們的心靈「空氣」，像塵霾，令人窒息。 

不禁要問問：我們為何距離專業的初心愈來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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