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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娱乐化背景下的受众反应 

提  要：人们对新闻娱乐化提出了很多意见，尤其是道德 上的批评，但受众对此究竟有什么样的反应，还缺乏

分析。文章以马加爵事件的新闻报道和受众反应为例，通过调查统计来为新闻娱乐化背景下的受众态度及社会影

响勾勒出一个轮廓 。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传媒业界出现了明显的新闻娱乐化倾向。受众的文化休闲需求、 传媒的经济利益驱动

和社会体系（包括官方和社会舆论）的认可共同推动了新闻娱乐化的发展。笔者认为，当前新闻学界 缺少对于新

闻娱乐化背景下受众心态和受众反应的实证 分析，对于变化中受众心态和受众反应的研究应该成为研究我国传播

业传媒发 展的一个逻辑起点。  
 

一、新闻娱乐化的表现 
 

新闻娱乐化之后呈现的形态可以用一个词来描述：“新式新闻”，即“一个速配的混合物，它部分是好莱坞电影

和电视电影，部分是流行音乐和流行艺术，它将流行文化和名人杂志混 合起来，使小报式的电视节目、有线电视

和家庭录像相互结合。”①其主要表现方式是信息和娱乐的结合，将新闻信息与戏剧化的情节、名人效应和流行

文化等元素混合交织。 
在具体操作中，一方面是加大软新闻的比例，如名人趣事、花边新闻、日常事件、带有煽情性刺激性的犯罪事件

和灾害事件的报道增多；另一方面是在硬新闻中努力挖掘软性因素，从 人情味走向趣味性、吸引性。  
娱乐化的新闻写作方式在媒体对马加爵事件的报道中得以集中体现。从2004年2月26日第一 篇有关马加爵事件的

报道出现到审判结束后的4月28日，新浪网转载各地媒体涉及马加爵的 报道共610篇，最密集的一天有72篇之多。

在报道技巧上，充分展示事件的悬念性、煽情性，将严肃的刑事案件报道软化为刺激的犯罪事件报道。主要的形

式有：  
1、新闻主角的妖魔化。广为散布的通缉令上马加爵的一张肌肉发 达、摆开散打架势的照片 ，为媒体塑造暴力杀

手角色建构了符号基础。马加爵的形象被媒体按照自己的需要妖魔化，诸如这样的标题：《一个大学生“屠夫”

的成长》、《铁锤偷袭马加爵差点杀了第五个》在 各种传媒中频频出现，有些媒体甚至推测马加爵是同性恋、当

搬运工是为了练肌肉。在传媒报道下，一个沉重的社会事件主角被打扮成为凶杀影视剧本中杀手形象。  
2、新闻事件的戏剧化演绎。马加爵事件自身已经具有很强戏剧性 特质，而传媒抓住案件侦 破前的空隙，针对受

众的信息需求，对杀人动机和作案过程进行各种版本的猜测，进一步渲染新闻事件的戏剧化色彩。媒体还纷纷报

道关于疑似马加爵的人物在各地出现的消息，如《 兰州出现“疑似”马加爵警方水陆空全面盘查》、《四川宜宾

抓住冒牌“马加爵”》、《四川打工仔相貌酷似马加爵被错认后想整容》、《“疑似马加爵”窜入沪高校》。这

种报道看 似 偏离主流媒体议程的主题，其实正切合了新闻娱乐化主旨。通过这种剧本般悬念情节的设置，新闻

的娱乐意味充分展现。  
3、花边新闻软化新闻事件。媒体用大量笔墨对与马加爵相关甚或 不相关的人和事进行细节 描述，媒体中充满这

样的花边新闻——《他们曾与二十五万擦肩而过》、《我抓到了马加爵冰凉的手臂》、《记者现场“逮马”落

空》、《 云 南一名工程师：我曾为马加爵拍毕业照》，而“五金厂生产家爵牌铁锤”等似是而非的信息 更是令

人匪夷所思。  
通过这样的手法，一个严肃的话题充满了娱乐性。“以媚众和无立场为立场的传播代替了传统成了社会心理的最

高权力”，一方面导致“娱乐压倒一切，善与恶的黑白分明在事不关己 的起哄中让位给色彩斑斓而混乱的搞笑”

②，另一方面将判别的权力完全交付给大众，构成意义的多元化。  
 

二、新闻娱乐化背景下的受众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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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研究表明，媒体能有效地设置议程引导受众，让公共讨论与媒介议程相应和。在媒体大规模的娱乐化炒作

下，马加爵事件得到了受众强烈的关注，我们从新浪网友阅读马加爵事 件新闻后发表的评论中随机抽样20%，共

654条，从受众的认知和情感态度等角度进行统计分析，以考察新闻娱乐化背景下受众的心态和反应。同时，以问

卷调查方式街头随机访问了24 6位行人，以作为对网上样本随机性不足的一个补充。  
1、新闻娱乐化促进了新闻的大众化。 
长期以来我国的传媒一直强调宣传教育功能，教条刻板的风格使传媒与受众相互隔膜，受众更多的是被动的接受

者。娱乐化的新闻，强调了传媒与受众间的生产与消费关系，两者关系 更具有平等的意味，这也激发了受众的关

注热情。从马加爵事件案发到庭审，受众始终强烈的关注事件的新闻报道，并积极在网上发表评论。新浪网友在

一个多月的时间针对此事件发 表评论4700余条，数量之多是同类社会新闻中少有的。在街头随机采访中，95 2%

的人知道马加爵事件，其中82%的人通过大众传媒报道了解到该事件，可以看出马加爵事件的传播到 达率非常显

著。从这个角度来看，除了事件本身的轰动性引发的关注外，积极的参与意见表达、评判，说明了娱乐化的表达

方式使大众传媒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众”的传媒。 2、受众以游戏化态度对待社会事件，传统道德和社会责任

感消解。 
在网友发表的评论中有很大的比例(21 6%)对新闻事件持调侃的态度，与其他犯罪新闻的网 友评论相比，这是一

个显著的特点。例如曾在网上流传的“大铁锤传”、“马加爵之歌”都是网友自发创作的，也是调侃游戏态度的

鲜明表现。同时，在街头访问中，给47%的人印象 最深的是事件主角的“杀手”式照片和悬赏金额，不到30%的人

关注事件的社会意义。这一现象正是受众在新闻娱乐化背景下对传统规范解构的结果。大众传播有着巨大的影响

力，“ 我们使用大众传播媒介的方式也许改变了我们对其他沟通方式的使用；当我们改变沟通方式，我们也很真

实、很有意义地改变了自己。”③娱乐化的新闻传播改变了受众的思考方式。 在娱乐化的信息包围中，很多受众

放弃了对事件的人文思考和社会反思。马加爵案件的新闻价值，在媒体商业化操作中彻底成为大众娱乐消费的符

码，在人们的冷漠与不负责中成为谈 笑的资料与题材。新闻娱乐化制造大众的娱乐口味，也制造了巨大的道德真

空。 3、新闻娱乐化加剧了人群的社会认知分裂与对立。 
从此次新闻事件的受众反应看，受众在马加爵事件的认知和评价上的存在着巨大的裂痕，在 37 1%的网友表示自

己憎恨马加爵的同时，几乎同样的比例——35 7%的网友却很同情他， 而 其余的则处于矛盾之中。这一裂痕在

街头访问中一样可以发现，61%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憎恨或者厌恶马加爵，而另外的39%的受访者则表示同情或者说

不清楚。这种裂痕首先是由于我 国目前社会转型进程加速，意识形态和利益立场分化突显的缘故，但新闻娱乐化

加剧了这种分裂。一般认为，娱乐化的新闻可以间接缓解民众的政治热情，消解民众不满情绪，起到国 家与社会

间的润滑剂作用。然而，新闻娱乐化使传媒放弃了以往的宣教功能，也淡化了舆论的引导作用，从而减弱了整合

社会认同的能力。新闻娱乐化对传统道德体系的解构，突显了 深层价值体系建构的冷寂。在媒体所传达的海量信

息之中，个人“人性结构中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分裂与对立，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分裂与对立，享乐欲望与价值理性

的分裂与对立”④都市市民社会的分裂和对立得以展示。  
4、新闻娱乐化使得新闻写作方式本身成为受众关注的一个焦点。  
在网友评论中有5%的评论不是针对新闻事件本身，而是对媒体新闻写作方式的批评。主要有 （1）对新闻娱乐化

缺乏深刻性的批评，提出要关注心理健康、反思教育体制和社会环境；（2）对媒体审判的批评，指责媒体在未经

法律审判前，就称马加爵为“屠夫”、“杀手” ；（3）对新闻从业者缺乏人文关怀的批评，认为媒体一再去采

访、报道马加爵家人和受害人家属，是对受到伤害的人的雪上加霜。这表明，新闻娱乐化背景下，受众并不必然

走向平庸和盲从，部分受众的自我精神与批判能力不容忽视。 
总之，新闻娱乐化拉近了传媒与受众间的距离，促进了新闻的大众化；新闻娱乐化促使受众以游戏化的方式对待

新闻事件，消解受众的社会责任感和对传统道德的认同；新闻娱乐化放弃宣教 和引导功能，可能会加剧社会观念

的分裂与对立；新闻娱乐化在吸引更多受众关注新闻的同时，也引发了传统新闻观念的地震，往往会招致受众对

其内涵缺失和煽情风格的批评。 
 

注：  
①（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 《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 》，郭镇之译，华夏出版社，

2000年版，第9页。 
②毛晓明：《娱乐压倒一切》，人民网社会走笔栏目，见http//:www people com cn / 

GB/guandian/1034/2396844 html  
③田文生：《大众传媒媚俗化倾向评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版第3期，第59页 。 



④李西建：《重塑人性——大众审美中的人性嬗变》，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 页。 
(载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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