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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舆论引导与新闻规律 

作者： 丁柏铨  

关键词： 新闻 舆论引导 新闻规律┊阅读：742次┊ 

新闻舆论引导，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对新闻舆论进行引导，二是指以新闻舆论对社会舆论进行引导。本文所说的新闻

舆论引导，兼及以上两层意思。 

在破题的时候，有必要说说四个“极为重要”。 

第一，社会舆论极为重要。 

社会舆论即社会公众的意见，是公众意见的汇集。它同时又是公众情绪的反映。这里所说的汇集，并不一定是在一个方

向上的聚合，而是各个方向上意见的汇总、集合。舆论反映公众情绪，可以说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公众生活在现实社

会之中，也就生活在社会舆论所形成的舆论氛围之中。舆论氛围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感染力既通过人们的理性层面起作

用，也可以借助情绪的力量起作用。两种情况交叉在一起，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进入人们的内心世界。且人与人之

间互相应和，应和中又呈加强之势，其结果绝不可低估。马克思曾经指出，舆论在社会中是一种“普遍的、隐蔽的和强

制的力量”。舆论可以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各个角落。这就是它的普遍性。通过公众口头传播的舆论，既看不见又

摸不着。它是通过穿透人们心灵的方式悄悄地起作用的。这就是它的隐蔽性。舆论无形而又强大。任何人都不敢无视舆

论的强大力量。社会舆论要成全什么事和破坏什么事，都无需动刀动枪。这是社会舆论的厉害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说，

它带有强制性。也许可以说，社会舆论的力量是武器的力量所无可取代的。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武器的力量不重要。当

然，社会舆论也并不能代替一切，包打天下。将舆论的力量夸大到极端的地步，也并不是真理。 

第二，新闻舆论极为重要。 

新闻舆论是社会舆论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构成部分。所谓新闻舆论，是通过新闻媒介所传播的新闻信息而形成的舆论。

新闻媒介往往处于形成社会舆论的中心位置上。它们的影响范围特别大，传播速度特别快，因而它们对社会舆论的作用

力也是特别巨大。当然，新闻舆论与社会舆论是互相作用的。社会舆论作用于新闻舆论的结果，是后者反映前者。反映

得真切、深入，符合大多数人的意愿，就得到大多数人以及社会公众舆论的支持，形成新闻舆论的大众传媒的威信就

高。反之，威信就不高，就鲜有支持者。新闻舆论作用于社会舆论，会呈现复杂的情况，会对后者产生举足轻重的影

响。总之，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新闻舆论极端重要。 

第三，以新闻舆论引导社会舆论极为重要。 

新闻舆论影响社会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由媒介直接形成新闻舆论，然后直接影响社会舆论；第二

种情况，自在形态的社会舆论反映于新闻媒介，从而形成新闻舆论，自在形态的社会舆论转化为自在形态的新闻舆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一是新闻舆论是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形成的；二是新闻舆论可以极大地影响社会舆论（推

动、加强、抑或削弱、抵消）；三是对新闻舆论进行科学的、合乎规律的引导，将可以有效地作用于社会公众舆论，从

而有利于造成良好的舆论环境。而如果新闻舆论放弃对社会公众舆论的引导，舆论中的积极的健康的部分，就得不到弘

扬；而消极的不健康的部分，则得不到遏制。这实际上也就是新闻媒介放弃了自己的职责。 

第四，实施合乎新闻规律的新闻舆论引导极为重要。 

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传播事业，都有其自身的规律。按照新闻规律办事，对新闻舆论进行符合其自身发展规律的引导，

这样的引导，才能产生最大和最好的效果。否则，引导了也未必解决问题。可以这样说，对新闻舆论的引导抑或新闻舆

论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倘若背离了新闻规律，那么，这种引导就是因无视受众而不受受众重视的引导，因而也就是毛病

百出的引导，不可能造成正面效果的引导。因此，在这里，并不是一般地强调引导或是只要有引导意识就能奏效的。而

必须不折不扣地按新闻规律办事，讲究引导的艺术。 

谈到对新闻舆论进行引导，以新闻舆论对社会公众舆论进行引导，有人就会表示怀疑：对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舆论进行

带有某种倾向性的引导，这种引导带有引导者强烈的主观色彩，它能是符合新闻规律的吗？ 

能否按照新闻规律对新闻舆论实施正确的引导？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社会需要控制也可以控制，舆论需要控制也可以控制。对舆论进行控制的方法很多，其中最好的方法便是对舆论进行引

导。新闻规律是新闻写作、新闻传播以至整个新闻事业所必须遵循的规律。是否可以这样说，对新闻舆论的引导，新闻

舆论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如果符合新闻规律，那么，上述引导就与被引导者相融，被引导者就乐于接受引导。否则，引

导与被引导就相斥，引导的作用力就会受损。 

对新闻舆论进行引导，新闻舆论对社会舆论实施引导，必须严格按照新闻规律办事。这样说包括如下几层意思。一是报

2002-01-01

上一篇 PREVIOUS 

下一篇 NEXT 

动态 NEWS 

 

文章 动态   

请输入您要搜索的关键词

nmlkji nmlk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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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收视率碰上电视台 

作者：楊美玲┊ 2002-01-01 

在各電視台對收視率調查爭議不斷的同

時，我們也注意到，當節目以收視率略

勝零點零一、二的些微差距而領先他台

時，便出現電視台主管切蛋糕、發獎

金、大肆宣傳慶祝的場面，可見電視台

對收視數字又愛又恨的情結。零點

零…… 

·香港浸会大学第三届普利策新闻 2009-10-03

·“中国主张：传播理论本土化的 2009-09-27

·第三届“当代中国话语研究”讨 2009-09-27

·第九届“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 2009-09-24

·[更新]2009“中国新闻传播学科 2009-08-31



道事实要做到真实、客观、全面、公正，不得出于引导的考虑而人为地改变既成事实。如果连既成基本事实都可以改

变，那还能叫新闻吗？那还能叫以新闻舆论引导社会舆论吗？那只能叫做混淆视听，制造混乱。二是要以具有新闻价值

而又蕴含着正确导向的事实说话。新闻作品不能空口说白话，而必须凭借事实说话。离开了事实，新闻就没有任何力

量。新闻所依赖的事实，一方面是要有新闻价值（没有新闻价值的事实就无法构成新闻），另一方面是要蕴含正确的导

向（这种导向并不是人为地添加进去的）。这实际上就是说，事实的选择至关重要。三是要考虑到受众的新闻需要。人

家不想要的东西却硬塞给人家，这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要充分注重受众的心理状态和心理需求，找到受众感兴趣

的话题。四是要确保传播渠道畅通，受众乐于接受。渠道不通或虽通而受众拒绝接受，都会使传者无功而返，引导也就

无法落到实处。五是要把对新闻事实作出判断的权力交给受众。这是对传播对象的最起码的尊重。受众感到自己被尊

重，才会反过来尊重新闻媒介和传者，才会认可传者所作的引导。六是要将新闻报道与宣传加以区别。新闻报道可以是

广义的宣传的一部分，而又决不能以宣传代替新闻报道。 

在按新闻规律对新闻舆论进行引导和以新闻舆论对社会舆论进行引导的过程中，以下几点是必须注意的—— 

首先，要寻求和抓住社会公众的兴奋点。公众的兴奋点往往也就是社会上多数人的心理亢奋点。亢奋点所涉及的人和事

往往能特别引起人们的关注和传播的兴趣。股市涨落可说是所有股民共同的兴奋点。股民对此的关注可谓高度自觉甚至

可以达到忘情的地步。当然这是很极端的例子，但它还是能说明一定的问题。相反，远离受众的兴奋点，引导的效果就

不容乐观。我们说，兴奋点是具有阶段性的。不存在那种在任何时候和任何空间始终不变的兴奋点，也不存在能够囊括

一切人的兴奋点。我们要寻找和确定的是，在一定阶段上多数人的兴奋点。一段时间以后，再寻找多数人的新的兴奋

点。在这个问题上不可指望“毕其功于一役”。抓住了兴奋点，媒介和大多数受众就有了一种“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感

觉。 

其次，要抓住与社会公众之间的谐振点。抓谐振点，旨在使受众产生共鸣、共振。媒介不能只是“自说自话”，不能让

人产生“隔”的感觉。写先进人物优秀事迹的人物通讯《徐虎的七情六欲》（载上海《青年报》），既写出了徐虎的崇

高的思想境界，又使受众心悦诚服。面对提拔升迁、报酬奖金、家人抱怨等等问题，人们可能遇到的情况，徐虎也都遇

到了。人们可能有的想法，徐虎也都曾经有过。徐虎高出于人的地方，在于他将他人的利益放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上。

在记者的笔下，徐虎既有常人所具有的七情六欲，同时又有高出于常人的地方。读着这样的通讯，人们不会有任何

“隔”的感觉。媒介、受众之间因此而具备了产生共鸣的基矗相反，有一篇写杜芸芸的通讯，只写杜的无怨无悔的一

面，而没能写出她何以能够无怨无悔的原因，和可能会有的短暂的悔意（在杜芸芸身上，这是被她自己战胜了的因

素）。十五年前将十万元巨款无私捐给国家的杜芸芸，她所在的企业很不景气，她本人濒临下岗，生活的艰苦和经济的

拮据程度可想而知。为此，杜芸芸怕和女儿一起上街，因为一上街就得花钱。女儿觉得不解，于是责问母亲，当初为什

么要把十万元巨额捐献给国家。母亲答道，女儿，你年纪还小，要好好读书，将来要报效祖国。这简直是答非所问。这

样一番话，既说服不了女儿，当然也说服不了受众，又何谈引导作用呢？这篇通讯难以使受众产生谐振。受众会感到新

闻人物和他们离得太远，和实际生活离得太远。 

再次，要紧紧扣住受众的疑虑点。受众有疑虑，这是正常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跨世纪命题、高科技冲击、全球性

问题，等等，使现实世界和现实矛盾变得更复杂了。人们难免为现实问题所困惑，也难免在某些方面存有疑虑。唯其如

此，才需要新闻媒介去释疑解惑，也才更显示出舆论引导的重要性。受众因为存在疑虑，因此对于能帮助他们解除疑虑

的新闻媒介和新闻报道也就特别关注。扣公众的疑虑点正是进行有效引导的重要途径。例如，关于房改、医疗改革、招

生分配改革、用人制度改革，等等，在这些问题上，受众是存在不少疑虑的。进行新闻舆论引导，就需要令人信服地回

答这些问题。相反，回避受众的疑虑点，或者王顾左右而言他，受众就会失望而去。 

进而言之，按新闻规律实施新闻舆论引导，自有其客观依据。新闻舆论的形成过程表现为公众意见的聚与散，或者说，

新闻舆论促成了社会某些舆论的聚与某些舆论的散。正确的新闻舆论引导，就应当聚应聚之论，散应散之论。对应聚之

论应加以集中和强化；对积聚以后不利于大局之论，应加以疏导，办法是提供宣泄的渠道，或促使议论转向；对希望聚

合之论，则应以适当的方式加以诱导，以提供形成强大社会舆论的条件；对需要聚合但尚不具备聚合条件之论，应进行

“蓄势”，伺时机成熟再以相应方式进行引导。 

（作者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主任、教授） 

【原文出处】新闻记者 1997 09 p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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