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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应不应该有情感色彩？ 

作者： 刘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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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新闻公认是要客观公正的，而客观就会与情感有矛盾。情感通常是有排他性的，无论是作为个

人的情感，还是作为某个群体的情感倾向，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拉近一部分人，同时疏远另一部分人。  

在这个意义上说，情感是一把双刃剑。而客观公正则代表着一视同仁，从新闻的角度说，就是事实面前人人平等，这是

一种中性的角度，不是指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说到这里，有必要把情感和立场做一个区分，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尤

其是在文革中，许多人把情感和立场混为一谈，尤其是当有些人把感情上升到阶级高度时，客观就成了令人厌恶的词

汇。而事实上，谁都很难否定一个现象，就是经过中国２０世纪末至今的改革开放，中国人开始变得理性了，我们开始

抛弃非黑即白的逻辑观，社会变得越来越宽容。  

有趣的是，中国人一向被认为是情感内向含蓄的民族，但是在新闻报道上我们却常常做得很煽情。许多年前，我们的记

者和作家很少有区别，报告文学曾经是新闻报道的一个重武器，为了情感的需要，虚构在新闻报道中时常是被允许的，

甚至有这样的说法，记者和作家一样，都应该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在情感上和写作对象贴近，理由是如果你没有或者

不能体会被采访者的情感，你怎么可能写好这些人物呢？这明显助长了一种拔高人物的倾向，尤其是在报道一些英雄和

典型人物时就更是如此，逻辑是在报道前就要通过学习来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然后才有可能接近这些优秀人物的心灵

世界。在这种条件下，记者已经部分脱离了自身角色的要求，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变成了写内参、报告、材料和文件的高

手。  

今天，我们已经逐渐认识到，西方记者比我们狡猾得多，他们也有观点，但是他们的口号是让事实说话，他们也不是冷

血动物，他们也有情感，但是他们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表达，用情节和细节击败抽象。甚至我们的主流媒体也开始使用这

样的语言，央视《焦点访谈》现在修改了它的推广语，如今它倡导的是用事实说话。这显然不仅仅是一种报道技巧，同

时它更是一种职业视角和专业立场。  

我自己有一个体会，1986年夏天，我去甘肃兰州采访，一个饭店搞服务工作的劳模接受我们的采访，记得他的第一反应

是拿出过去各报对他的采访报道给我们看，当时我刚刚参加新闻工作，所以觉得他很配合，似乎他比我更熟悉新闻采访

这个专业，他的反应很职业化，看得出，许多记者用类似的采访方式已经把他培养出来了，他已经有了一种随时接受采

访的精神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劳模在谈到他的家庭时显得缺少人情味，有点不食人间烟火。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我们的许多记者在报道中投入了很多情感，但是被报道的人物却显得缺少人情味。人情味这个

词汇的翻译还是挺微妙的，它既传达出西方记者想要通过表现人之常情来贴近受众，同时又反映了他们力图与渲情和煽

情保持一定的距离。值得注意的是，在新闻价值的排列上，西方记者常常把人情味排在首位，而我们则多把显著性和重

要性放在最前面。  

我也注意到，西方小报的评论是十分煽情的，这明显与读者的文化状态有关，比如，英国的《太阳报》发行量非常大，

读者中产业工人和蓝领阶层占比重大，容易接受这种方式的鼓动。而像伦敦《泰晤士报》这样的大报，读者的知识水平

比较高，所以偏向冷静的、客观的理性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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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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十年电视研究的几个问题 

作者：黄伟德┊ 2002-07-19 

中国的电视事业自五十年代至今日，已

经走过了四十年光辉而曲折的历程。前

二十年由于国门紧闭、经济停滞、政治

运动频仍而发展缓慢，后二十年由于改

革开放、经济腾飞、政治民主而发展飞

速。受制于电视实践的现状，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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