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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妇产医院今年3月接生了一例“五胞胎”，众多新闻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尤其是“近

水楼台”的一些北京都市类报纸，争相将此事作为重要新闻处理。于是，从产妇住进医院到孩

子平安降生，从院方精心预备手术到“五胞胎”获得社会各方的帮助……读者不但读到了连续

多日的追踪报道，还不时看到整版推出的“图片新闻”。 

媒介的力量是巨大的，“五胞胎”的报道一开始就激起了人们的兴趣和热情。在孩子出生的当

天，就有热心人送去了红糖和500元钱。后来还不断有人送奶瓶、奶粉、纸尿裤、母鸡及鲜鸡

蛋。一群正在北京参加“两会”的女代表委员专程赶到医院看望“五胞胎”。内蒙古伊利集团

更是赶在孩子未出生前，就和他们的父母签下协议：伊利集团将赞助“五胞胎”父母5万元医

疗费，并提供孩子0到7岁所需的全部奶粉，而赞助的条件是企业可以用“五胞胎”的形象作广

告……所有这些因新闻传播引发的“社会反响”立即成为新闻传播的新的资源，接下来，对这

些再生资源的加工与传播又进一步引导舆论，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考

察，媒介在发出与控制这一“信息流”的过程中，不仅向社会公众报告了客观存在的事实，同

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为这一事实的发展构造了一种新的环境——媒介所期望的环境。 不过，媒

介在以自身的力量进行“环境再构成”的同时，它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导致的结果同时也在经受

着环境的检测和舆论的监督。有读者在《中国新闻出版报》上发表评论，质问“五胞胎是不是

要闻？应不应该成为重大新闻，成为进行式报道、连续报道、系列报道的选题？”文章还进一

步批评道，此新闻导致了“五胞胎”成为商机，新闻媒介成了商家的义务广告员。 

更引人注意的是，在北京一些报纸大量报道人们爱心行为的同时，身处南方的《羊城晚报》站

在截然不同的角度推出了一篇“新闻焦点”报道《揭开五胞胎生育之谜》，透露了一个让北京

这些媒介颇为尴尬的信息：“五胞胎”是王翠英夫妇“盼儿心切”之下吃药所导致的结果。这

篇文章中还谈到，多胞胎产妇面临着心肺功能障碍、血液浓缩、肝功能损害等危险；多胎妊娠

将引发高流产率、高血压、产后大出血；多胞胎孩子长大后往往会出现智障、病残。所以，多

胞胎虽然令不少夫妇向往，却不符合人类繁衍的自然规律，对产妇及孩子本身都将造成无法弥

补的缺憾，而吃药所引起的副作用将会更大，等等。 南北媒介的报道差异立即在新闻圈中引

起议论。千龙新闻网的记者打来电话采访笔者，询问对此问题的看法。同时接受采访的还有北

京报界的一些同仁。这时，我们才知道，在《羊城晚报》披露“五胞胎”生育之谜前，北京这

些媒体的记者在采访主刀医生翟桂荣时已经了解到“五胞胎”的内幕。好心的翟大夫担忧这一

消息一旦被披露，将会对目前仍处于极端困难和危险之中的王翠英一家造成负面影响。而这些

记者也是为了这五个孩子考虑，才忍痛放弃了对这一极有价值的“新闻内幕”的揭露。 但从

事后来的发展看，北京这些媒介努力为自己的报道对象所营造的环境可能并不像他们期望的那

样好。千龙新闻网的报道，“根据记者了解到的最新消息，‘五胞胎’目前仍处于隔离监护状

态，似乎情形不太乐观，而爸爸妈妈却不见踪影。院方给出的唯一解释是‘妈妈恢复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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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出院了’，目前院方已拒绝所有媒体再前往采访。” 重新翻阅有关“五胞胎”的报道，

细细琢磨这些报道背后新闻人的心态，不能不感慨：无论我们把新闻传播学理论阐述到多么深

刻的境界，相对于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新闻实践，它依然是简单而苍白的，新闻传播实际运

作的复杂因素和矛盾冲突远远超过我们的理解和想象。 

站在新闻传播规律与新闻职业准则这一基点上，我们不能赞同北京某些报纸对于“五胞胎”新

闻这种超大规模的报道。因为报道规模作为报道形式范畴的东西，应该与报道内容的重要性相

适宜，否则便有“新闻炒作”之嫌。我们更不能赞同对于已经获知的真实情况有意隐瞒或者

“淡化处理”（有些报道对“五胞胎”的内幕曾有一句话的暗示———“产妇王翠英这次是自

然受孕，但她过去曾在外地看过不孕诊”）。因为新闻传播媒介最基本的职能就是向社会公众

提供真实的、全面的信息，其他的功能都是依附于此才能成立。鉴于此，我们要为《羊城晚

报》的报道叫声好，它实际上起到了对北京某些媒体的报道“纠偏”的效果。同时，我们也为

北京这些记者们的选择感到遗憾。 然而，在遗憾的背后，又有一种很复杂的情绪。我们不能

否定更不该指责北京这些媒介良好的报道初衷，相反，我们要承认他们的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

上表现了人文关怀的精神。大张旗鼓的报道、对新闻内幕的隐瞒，缘自对一个陷入困境的家庭

的同情，正如一位局内人士所言，“一般说来，跑同一个‘口’的记者往往形成一个圈子，有

事情大家会互相通知。然而这件事情只有几个记者知道，并且不约而同地压下来了，他们就是

担心报道出去后造成影响，让这一家人得不到帮助。毕竟我们首先要保护的是生命。其实，这

些个记者都说了，他们准备在五个孩子得到足够的援助之后再报道。”但是这种善良的愿望，

事实上导致了传媒权力的不恰当使用。 众所周知，媒介能够通过对新闻选题的决策和对新闻

传播活动的策划和组织在社会公众中设置议程，正像西方传播学者发现的，媒介不能决定社会

公众怎样想，但可以决定他们想什么。值得注意的是，媒介这种议程设置的功能是一种不以人

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但这种功能的发挥和运用却恰恰是由人的意志决定的。掌握着媒介

话语权的人，可以通过对报道内容的选择、报道规模的把握和报道方式的灵活运用，将社会公

众的注意力吸引到某些正在发生的事件上，甚至很巧妙地去激发他们的情感，诱导他们的行

为。由此，我们不能不承认，媒介对舆论的引导实在是一种主观意志附着于客观事实的产

物。 问题是，当媒介面对那些复杂的现象和问题的时候，应该以怎样的立场和原则来决策和

规划我们的报道？在情感和理智相矛盾的时候，媒介站在哪里？在面对需要关怀的报道对象和

同样需要关怀的社会公众的时候，媒介倾向于谁？ 

这是一个在新闻实践中不好把握的难题，是一个新闻人时常会遇到的困惑。 

我想，媒介的倾向和情感应该有一条底线，那就是尊重事实——所有的事实和事实的所有细

节。这不仅是社会公众对媒介的基本要求，也是媒介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我们不能低估社

会公众的判断能力，尤其是在这个科技高度发达、信息流通渠道剧增的时代，人们越来越耳聪

目明、消息灵通，也越来越善于分辨和思考，他们对媒介的批评意识在不断提高，新闻信息的

不全面或不准确可以迅速导致他们对媒介的不信任，而媒介公信度的下降则意味着受众的背

离、市场的丢失，以及媒介所有功能伴随这种背离和丢失的削减，包括我们所期望的“舆论引

导”作用，也将因此成为泡影。 或许，我们在今天的媒介竞争中尚难看到上述因果关系的直

观表现，相反，一些媒介以自己理解的“新闻策划”为据，不时地干预、诱导甚至操纵事实的

发展变化，反倒引起了社会轰动，一时间“洛阳纸贵”，媒介的经济效益也直线上升。但这种

现象实际上掩盖着更大的危险，如同叫唤“狼来了”的孩子一次两次可以得逞并洋洋自得，但

最终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这里，笔者决无否定“策划”之意，多年的观察和研究令我深信

策划组织新闻传播活动（不主张用“新闻策划”一词）对于媒介提高报道水平和加强舆论引导

之重要与必要。我想说的是，千万不要曲解和滥用“策划”。任何新闻传播活动的策划都应建

立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策划者对于规模、形式、结构、手段等的决策和谋划，都应该以

全面准确地表现事物原貌为主旨，这也正是新闻传播的策划与“新闻造假”、“新闻炒作”的

根本区别之所在。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传播活动策划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也经得起任何人考问

的。 媒介的人文关怀也应该有一条底线，那就是维护社会大众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这

是相对于个体利益和眼前利益更加重要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在那些勇敢直面邪恶和黑暗的记者

 



身上，在那些敢说真话主持正义的新闻作品中，更能体会到新闻媒介对苍生的博爱、对社会的

担当？因为这时候记者和作品都已经达到了更高的境界，他们给予社会的是苦口良药、醒世良

言。 

当然，更多的时候，新闻人面对的不是非黑即白的报道对象，也不是是非昭然的客观现实，于

是不得不在取与舍、情与理之间犹豫徘徊，就像前面所说的有关“五胞胎”的报道，是同情不

幸的报道对象，想方设法给他们提供帮助，还是冷静地保持与报道客体的距离，只尽一个记者

的“本份”去揭开真相？似乎难以选择。 北京新闻界人士评议说，“当北京媒体关于‘五胞

胎’的报道引来人们无数的好奇、羡慕或者同情的时候，一家来自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地带的

南方的媒体却‘冷冷’地宣布了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虽然表情‘严肃’而‘冷漠’，却让人

看到了一种源自内心深处的对妇女和儿童的‘关爱’，一种对科学以及对人本身的尊重。”我

感觉，《羊城晚报》的选择或许还和它是一家远离事件地点的报纸有关，更和它身处竞争非常

激烈的办报环境有关。因为，距离能够添加冷静，而竞争能够使报纸更加追求新闻的品质，更

重视对新闻资源的深入而独到的开发。媒介之间的相互比照甚至冲撞，也是一种成长的养

料。 于是我在想，就这一报道来说，北方媒介的情义和南方报纸的理性是不是一定水火不

容？我们能不能追求一种既客观冷静、又不乏人情味（包括对报道对象的关怀）的新闻传播境

界？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蔡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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