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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理念中的时评作用

[ 作者 ] 王兰 

[ 单位 ] 陕西日报 

[ 摘要 ] 当前的媒体格局变化深刻，社会舆论结构呈现出多层次的复杂状态。能不能坚持正确导向，有效引导社会舆论，形成积极健康向

上的思想舆论环境，关系到人心向背、事业兴衰、社会和谐。新闻评论对媒体而言，是阐述立场、观点，影响引导舆论的“灵魂”和“旗

帜”，它的主要作用是深化和引导新闻报道，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新闻报道的影响。 

[ 关键词 ] 社会舆论;社会和谐;舆论监督

       当前的媒体格局变化深刻，社会舆论结构呈现出多层次的复杂状态。能不能坚持正确导向，有效引导社会舆论，形成积极健康向上

的思想舆论环境，关系到人心向背、事业兴衰、社会和谐。新闻评论对媒体而言，是阐述立场、观点，影响引导舆论的“灵魂”和“旗

帜”，它的主要作用是深化和引导新闻报道，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新闻报道的影响。作为新闻评论中的一个受欢迎的特殊文体，这些年活

跃在各种媒体上的新闻时评，以其快捷、深刻、尖锐的特点和容易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优势，在社会上获得了比较强烈的反

响并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普遍喜爱，全国许多报刊都开设了时评版，几乎所有的网站都开设了时评专栏，时评的影响范围大大扩展。所以，

如何正确地发挥时评的作用，就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那么，时评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应发挥哪些作用？首先，宣传党的主张，弘扬

社会正气的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该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时评虽然没有社论、评论员文章等评论的权威性，也不及

“任仲平”、“钟宣理”这类署名评论的题材重大和专业性强，但是，时评以群众关注的热点新闻作为新闻由头，文章切口较小，结构灵

活随意，语言文字或活泼或尖锐，而且与受众是以一种平等的口吻交流的，因此具有较强的亲和力。时评一方面可以为民众提供呼吁的平

台，另一方面又必须承担舆论导向的社会责任。时评应该在把握新闻事件本质的基础上，将事件中符合社会基本道德观和价值观提倡的因

素以及符合和谐社会主旋律的着重音提炼出来，昭示给读者，深化新闻，扩大新闻报道的影响，起到弘扬社会正气的作用。例如，评论

“和谐之美”，我从柏拉图对美的理解，陶渊明对“世外桃源”的向往，谈到和谐之美不仅仅是赏心悦目的，它的引人之处还在于它有着

强烈的感召力、巨大的凝聚力和不竭的创造力。这个评论是在对和谐社会的优美描述和例证中，完成“倡导构建和谐社会”这一重大主题

的，2005年3月29日在《光明日报》上刊发。其次，通达社情民意，疏导公众情绪的作用。我国正处在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社会热

点和突发事件对社会心理、群众情绪有着重要影响。时评作为一种署名评论，反映群众的意见、看法和呼声的作用尤为突出。近年来，随

着我国民主风气的渐浓，民众话语权通过时评得以体现的机会越来越多，许多反映基层群众强烈诉求的愿望就是通过时评扩大影响的。比

如要求收入分配公平、缩小贫富差距的呼吁，比如对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的意见等等。时评一方面解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

弊端及发展下去的后果，提请相关部门及决策部门重视，另一方面，也缓解了群众积压的不满，起到了通达社情民意的作用。在稳定公众

情绪方面，时评的疏导作用也很重要。2005年人民网“人民时评”栏目曾刊登过一篇题为《我们怎样表达爱国热情》的时评，这篇评论的

背景是，日本右翼势力再次通过修改教科书来篡改历史，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一些网民言辞过激，也有个别人行为过激。评论从

历史的渊源、社会的基础、现实的情况几个方面进行了层层分析和说理，指出“需要我们促进更广泛的交流，更多地展示理性的力量。要

用这种力量来让日本人民，让世界人民更多地认识日本右翼的真实面目和危害，营造一种让右翼难以生存的国际舆论环境。因此，激情加

理性才是我们表达爱国热情的正确态度。”之后，人民网日文版将其编译成日文发布，人民日报“人民论坛”又以同样的标题刊发了这篇

评论，增强了它的影响力和传播面。这篇评论荣获第十六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最后，鞭笞社会黑暗，搞好舆论监督的作用。我国目前处

于社会的转型期，存在许多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时评既要强调舆论监督的作用，又不能破坏大局；既要为民鼓与呼，又要强调评

论的建设性；既要敢言，又要善言；既要辩证地看一切新闻事件，又要善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种符合辩证思维的舆论监督

对于匡正时弊、促进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总之，要预料到舆论监督可能产生的影响，严格地把握好“度”。 “针砭时

弊”，鞭笞黑暗，是时评义不容辞的责任，“质疑”和“批判性”是时评的灵魂与生命的重要部分。这就要求时评不仅要有理性、建设性



的阐述，更要有理性的质疑和批判性的表达。这也是媒体公信力的真正所在。刊登在《新华日报》上的时评《警惕“专家观点”成为“利

益俘虏”》，用两个实例作为论据，公开质疑了“专家观点”。这两个例子一个是在中央调控政策之手逐渐引导房价理性归位的时候，不

少专家学者在许多公开场合发表力挺房价的高论。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先后有两个楼盘恰在此时盛大开盘，房地产商盛情邀请专家学者作

现场演讲，请他们在论坛上发布“房价不会下跌”之类的观点。另一个例子是国内一家专搞环境研究的权威机构，竟然公布了一个“科学

结论”：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是由汽车造成的，而是由自行车造成的。然而很快有报道“揭开了盖子”――原来，这个环境研究课题是由

一家汽车公司赞助的！这篇评论，在把握中央大政方针的基础上，没有人身攻击，没有谩骂，但是却用事实尖锐、深刻地揭露了一些所谓

专家的“观点”是受“利益”左右的事实。当然，应该防止一些时评“监督过度”的问题。比如，对一些新鲜事物、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

东西、一些还在探索阶段的东西，不能兜头一瓢凉水，求全责备；对一些非原则问题，一些道德层面上的问题，不能无限上纲，言辞过

激；对一些本意是好的但结果却出现岔子的事情，也不可“一棍子打死”；对一些表面上看是甲，实际上是乙的问题，一定要从实质上剥

离开来，不可“一锅煮”。总之，要将稳定大局的社会效果放在第一位，其观点要力求科学、严密、严谨；评论的论证过程要力求客观、

全面、富有逻辑性；评论的结论要力求公允、准确、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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