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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调——舆论导向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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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调高雅与庸俗是考验报纸生命力的试金石，尤其是在商品经济社会的今天，格调更是显

示出其决定报纸导向的重要性。 

  遗憾的是，一些生活类和都市化的报纸为了迎合部分读者的低级趣味，不惜版面，渲染色

情、暴力、凶杀等内容，完全背离了“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方向。 

  看现状：格调不高的媒体庸俗化、媚俗化、另类化的倾向严重 

  一些报纸在竞争中出现不良倾向，格调越来越低级庸俗，忘记了严肃报纸应坚守的本分。 

  现象一：丧失起码的同情心，以幸灾乐祸的笔调描写灾难新闻。如某家都市报在报道一民

工被钢筋戳穿身体的新闻时，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钢筋从他的‘要害’处插入，将他像糖

葫芦一样‘串’了起来。”“记者赶到华侨医院时……黄某的脸色因为痛苦万状而变成了猪肝

色。”还有，《蛮司机撞人后拖行六百米 一男子被“碎尸万段”》、《司机被翻斗车压成

“三明治”》之类的新闻，让我们不得不对一些编辑、记者的职业道德素养之差而感到寒心。 

  现象二：关注色情过度，抓住一件与“性”有关的新闻便津津乐道。某家晚报在标题中就

点出了“兴奋点”——《打工妹被囚七年当性奴》。该文以整版的篇幅采用记者问答的形式详

细披露了一名打工妹被老板囚禁、强奸长达7年之久的内幕新闻。 

  现象三：对贪官往往不是从某种根源或现行体制的弊端上去分析，而是想方设法暴露其生

活腐化堕落的一面，且内容以越深越白为好。且看一例：湖南省丹江口市市委书记张二江事发

后，一些报纸没有站在严肃报道的立场上，而是对张二江与107个女人发生性关系颇费笔墨。

更有甚者，觉得107个女人不过瘾，想起梁山好汉的108将，硬是把张二江的老婆也算了进去。

于是，《市委书记与108个女人》、《一个男人与108个女人》……这样的标题屡见报端。 

  轻导向：报纸降低格调必将行之不远 

  实际上，格调与导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凡导向有误的，格调通常不会很高：而格调不

高的，导向也就可能出问题。降低格调不仅是对办报人自身的亵渎，也是对广大读者的一种不

尊重和嘲弄，更是媒体良心的尽丧。 

  什么是媒体良心？良心是隐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一种意识活动，是与义务密切联系的一种

道德范畴。马克思说：“良心是由人的知识和全部生活方式来决定的。”如果说新闻道德义务

是自觉意识的道德责任，那么，新闻道德良心则是对道德责任的自觉意识。因此，媒体良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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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服务于金钱势力，那么势必会被“浮云遮双眼”，朝着庸俗化、媚俗化的方向走。所以，所

有媒体都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保持健康向上的格调和品位。江泽民总书记指出：“历史经

验反复证明，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有了这样

的警世明言，所有媒体都要坚持做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

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也就责无旁贷了。 

  在报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情况下，格调也会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讲政治：媒体要肩负起“守土有责”的重任 

  无数事实已经表明，靠格调低下去吸引读者必将行之不远。市场竞争越是激烈，越要注重

格调，只有格调高雅、品位提升才能取信于广大读者。 

  要做到格调高雅，媒体必须注重打造自身形象。《大公报》为何历经百年而不衰？就是因

为它始终坚持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报训。 

  要做到格调高雅，媒体必须正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当“义”和“利”发生矛盾

的时候，我们的选择是舍“利”取“义”，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党性原则的新

闻工作者必须坚持的“义利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是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 

  要做到格调高雅，媒体必须提高编采人员的职业道德素养。媒体作为人民群众摄取精神文

化食粮的重要渠道，要求编采人员无论何时何地都应把生产健康有益的、高品位、高格调的文

化产品放在首位，自觉铲除有害于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各种精神垃圾，这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

对编采人员最起码的道德要求。 

  王毅伟 《山西工人报》周刊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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