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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报道的价值选择与客观性 

作者： 王葳蕤  

关键词： 批评报道 价值选择┊阅读：274次┊ 

批评报道是一把双刃剑，正负作用都十分明显。一方面，一篇好的批评报道能充分行使媒体的监督职能，揭露并纠正社

会上的不良现象。另一方面，不够严谨的批评报道常常会对受众的价值观进行不良的引导，影响事情按正常规律发展并

解决。因此，批评报道的采写更需要记者无畏的勇气和审慎的态度。 

批评报道的价值选择 

价值选择是批评报道的题中应有之意，因为批评本身即意味着以某种价值观为标准的评价、判断。而且，批评报道的意

义恰恰也就在于它所维护的价值观：通过对违背该价值观的现象的批评，媒体捍卫了这种社会价值。从这一意义上说，

正是批评报道的存在，使得新闻媒体得以实现监视环境、传承文化的功能。 

从新闻采写的角度来看，批评报道的价值选择也具有相当的合理性。首先，预留价值让批评有的放矢。批评报道是为解

决问题而生的，没有价值判断的预留就不可能解决问题。其次，价值判断、切入点的选取往往能成为比较、区分报道品

质优劣的标准。 

社会上的新现象层出不穷，新闻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对此进行报道，并作出反应。对一个事件的价值倾向往往决定了

材料的选择和使用方式以及后续报道的采写重点。 

从2002年12月中旬开始，关于“人乳宴”的新闻闹得沸沸扬扬。“人乳宴”最早风起于四川成都，某男子宣称要做108道

用人乳调制的菜肴。而后，2003年1月25日，全国首席“人乳宴”抢占长沙。新闻媒体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并通过各

种热评、时评的专栏表达了社会上的主流呼声：反对“人乳宴”。其后，“人乳宴”紧急叫停，今年春节过后，各媒体

纷纷为这个新闻事件作盖棺定论，卫生部也作出批复，“人乳宴”是违法之举。 

关于“人乳宴”事件，《扬子晚报》和《南方都市报》在引用同一个人——湘菜大师许菊云的不同话语时，表现出这两

家报纸不尽相同的价值判断。《扬子晚报》报道称：“他（许）对记者说，人奶要比动物奶有营养得多，自己做了几十

年菜还是首次尝到‘人乳宴’，感觉味道不错，只要有合法手续，一定会大受欢迎”。《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改写了

《潇湘晨报》的报道，在开篇之处加入了导语：“首桌人乳宴现身长沙，六名健康妇女提供乳源，附籍贯、照片供食客

挑选，此举是否合法有待确认”。它是这样引用湘菜大师的话的：“我相信厨师绝对可以将人乳菜做得很好。连牛奶羊

奶做菜都可以做好，何况更营养的人奶？技术不是问题，我最关心的是法律是否允许这么做？伦理道德是否允许？”综

观整个事件的发展，《南方都市报》的价值选择得到更多的认同。 

价值倾向的选择取决于记者的经验和素质，但是记者毕竟不是通晓各个领域的全才，很多时候，这些千奇百怪的现象是

在记者的知识框架之外的，这时就要去寻求专家和官方观点。对于记者感到外行的事物，应该去听取内行的意见，因为

他们的意见往往可以最有效地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遏制流言蜚语满天飞的形势，使那些别有用意想趁机哄抬身价的行

为失去舆论关注。 

在这次对于“人乳宴”事件的报道中，各家报纸基本上都采取了向当地卫生局进行询问的思路，虽然开始由于卫生局提

出没有先例不能给出一个明朗化的结论，但是从报道中对于询问的描述，可以看出媒体的一个基本倾向，即“人乳宴”

在是否符合卫生法规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疑问。 

批评报道的客观性准则 

新闻的客观性是相对的，但是，要求记者摒弃或克服自己的偏见、努力进行忠实的报道，却始终是新闻工作的基本要

求。按照客观报道的原则，记者应该力求做到：准确、全面地描绘事实，并尽可能地平衡各方的观点，让被批评者有陈

述意见的机会。 

这里面涉及了预留价值观和客观相互协调的关系。如上所述，记者不能避免也不应避免价值判断，但与此同时，记者也

应该尊重客观事实，在事实的变动中，检验自己的价值判断，而不是相反。记者不能因为自己预留的价值观而故意歪曲

事实、隐瞒事实。 

另外，记者在表述价值倾向时，应该寓于事实的选择之中，让事实本身来证明、体现这种价值关系。报道中应该尽量避

免带有主观色彩的陈述，更不宜使用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句来反映记者的价值取向。 

《新民周刊》发表的《来自灌云的“暴力取证报告”》在客观性的坚守上颇为见长。这篇报道所揭示的是一名被诬“卖

淫”的东北少女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被“防暴大队”的部分警员毒刑拷打3个小时，直到医院发出病危通知的“执法暴

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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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作者：韩鸿┊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 文化融合中的中国电影 

作者：陶建杰┊ 2003-10-10 

第二届中国影视高层论坛论文 [内容摘

要]：电影的创作分为三个层次。以观众

为主体的，参杂了观众的价值取向、审

美取向、认知取向的“三度创作”，使

得对于电影的理解越来越趋于多元化。

浓缩了各民族本身文化的电影，……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报道学 2009-10-30

·赵月枝教授获批长江学者讲座教 2009-10-18

·国际青年影像季2009-2010 2009-10-18

·2009互动电视（中国）峰会通告 2009-10-18

·首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 2009-10-13



在这篇报道中，记者先以对受伤后少女的印象开篇。“在父亲陪同下的纪海云看上去长得纤弱，矮小，脸庞瘦削，见生

人眼神惊恐，说话声低哑迟疑，当她犹豫再三，终于展示她的累累伤痕时，在场所有的人不禁发出共同的惊呼：啊！大

腿两侧是大面积的茄皮紫，肿胀发亮；大腿内侧及小腹部呈较浅的龙葵紫；脚心，臀部，小腿……俗云枪棒伤，百日

创。……”中篇以少女自己的陈述向读者展示“暴力取证”的过程，直接引语和动作描写，让读者犹如身临其境，直接

聆听少女的控诉，具有强烈的震撼力。这比记者直接发表议论、抒发感情要有力得多。而且当事人的陈述与她的伤势吻

合，展示了无可辩驳的真实性。下篇是对肇事者的采访，采用的是一问一答的实录形式，中间毫无修饰，但读者对执法

者的违法行为一目了然。比如这段与当时在场指挥打人的当地公安局副局长的对话： 

“记者：您了解这两名违法的警察吗？他们抓人有证据吗？他们打人是有人下命令的吗？ 

廖副局长：（紧张）他们现在已经被关起来了，……是去年警校刚分来的，太年轻，抓人嘛，有人举报…… 

记者：我们说亮话吧，有人反映你在打人现常说你涉嫌指挥打人…… 

廖副局长：我……不清楚，不知道……我……记者：请你告诉我们，你在打人现场吗？ 

廖副局长：我、我的问题你们可以去检察院……他们有结论。 

记者：您作为一位局领导，一位领导层的成员，居然弄不清楚那天你究竟在不在现场，这是令人遗憾的……那么对那两

位打人者，你的看法是…… 

廖副局长：严肃处理－…处理……” 

记者给当事人以说话的机会，是平衡双方观点的表现，更是让当事人自行暴露。 

避免批评报道的副作用 

“评论不得侮辱他人人格，是指批评只应限于事实和对事实本身的评论，而不应伤害被批评者的人格。”①由于记者在

批评报道中往往引导着受众的情绪，所以更应该谨慎，不以谩骂为快，要就事论事，促进问题的理性解决。而且，客

观、公正的报道还能避免记者陷入被动，纠缠于法律诉讼之中，更有利于完成媒介的社会使命。 

还是关于“人乳宴”事件，在《潇湘晨报》名为《长沙“人乳宴”紧急叫停餐馆已取下宣传横幅》的报道中，记者通过5

个例证来表达读者对这种做法的谴责。有的说法比较适度，比如“‘拿人乳做菜，是非常不道德的，有悖于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母亲的乳汁是用来哺育孩子的，不能够把它商品化。’昨日，湖南师范大学郭教授给报社打来电话。”但是

像“一位黄姓的年轻母亲在电话中气愤地说，酒楼的做法很令人恶心，‘尤其他们还欺骗农村的善良母亲们来出卖乳

汁，这种行径很恶劣’”，“更有激愤的读者询问酒楼地址，怒称‘要亲自去将酒楼砸烂’”，在选取上都不是很适

当。因为通过其他的几个例子已经可以将读者的感情倾向反映出来了，而“恶心”、“砸酒楼”这类词语太过激烈，也

不是解决问题的理智方法，作为面向广大公众的媒体来说，不应该渲染这种情绪。 

注释： 

①魏永征：《中国新闻传播法纲要》第224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来源：《新闻记者》）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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