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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意识形态对舆论的限制作用 

作者： 赵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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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重大事件发生时，人们都会随着事态的演进自然而然地关注、评判和接受着这些事实。然而，面对相同或相近的客

观事实，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会形成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社会舆论；而在相同的社会群体中，最终会与占统治地

位的意识形态保持近乎一致的舆论倾向。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结果？ 

事实上，舆论在形成过程中是遵循着“自然化”游戏和“结构法则”这两个内在规律。所谓“自然化游戏”即为尽量隐

蔽意识形态对舆论进行“框架”的效果，让人们视经过影响的舆论事实为事物的原始状态，从而引导人们信服和接受这

一事实；结构法则是指存在于不同社会环境中的意识形态，对舆论的产生过程进行了总体上的把关和筛选，力图达到与

占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舆论保持高度一致。因此，在这两种规律的作用下，舆论的形成过程显现为一种隐含了“框架”

的“自发”过程。 

舆论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它不像其他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法律、道德、科学、艺术、宗教等，把社会存在的

某一特定方面或特定的领域作为自己的反映对象；但是它受着意识形态多方面的制约，意识形态使舆论事实呈现“自然

化”效果，并对舆论的形成起到“结构法则”的作用。 

一、 “自然化”游戏：一种舆论形成的动因 

如果你发现你所接触的舆论是被人控制的，你会毫不怀疑地接受吗？当然不会。因此，控制舆论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

尽量隐蔽意识形态“框架”的轮廓，并视既有的做法为“理所当然”，以获得“事实呈现”的原始自然状态，这就是英

国文化学者霍尔认为的意识形态所发挥的“自然化”的效果。 

批判传播学者费克斯从媒体“写实主义”的观点来解释舆论再现事实的技巧，即将符号真实自然化，使受众容易理解。

例如，写实主义的基本技巧便是采用“叙事”格式，所有的联接及选择的要素都有清晰的逻辑关系，或因果关系，如此

才有“真实”的感觉。这种“真实的感觉”让你觉得是在主动地创造舆论而不是被动地接受舆论，并且自然地按照舆论

的发展方向进行思维和活动。 

由此可见，在意识形态控制下的舆论是经过了自然化的处理。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已不是原始事物，而是在意识形态的作

用下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具有导向性的一种意见。它掩盖了人为操作的痕迹，在思想上引导人们接受这种理论，以期实

现其终极目的。 

美国对科索沃事件的造势就是这样的例子。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想通过北约对南联盟的军事打击，以铲除欧洲最后一

个社会主义阵营，最终赢得美国所推行的价值观在全欧洲的统治；并借北约这个工具凌驾于联合国之上，从而主宰世

界，实现美国的全球战略。为了这一目的的实现，并且要掩人耳目不被发现，因此美国通过电视媒介把南联盟国家的内

部民族矛盾宣扬成塞族对阿族的大屠杀，把带有明显倾向性和煽动性的信息反复频繁播出，先发制人，对舆论和公众造

成“先入为主”的效果，把舆论和公众引导到他们的轨道上来。在舆论先行的情况下，北约对南联盟出兵进行的狂轰滥

炸，公然干涉别国内政，就变成了维护美国的“人权”高于“主权”论说的一种“人道主义”行为，是为阿族人民“伸

张正义”、“主持公道”。因此北约组织国家的人们在看到这一事实时，它已经是被媒体“自然化”的东西了，是“理

所当然”的原始事实，因此受众自然而然地全盘接受，没有怀疑。 

从这里我们看到，“自然化”游戏所赋予人们的“社会共识”并非自然生成的。这是因为，人们在不自觉地遵守着一套

理解世界的观念法则。在科索沃的事件中，美国人头脑中的“美国至上”的理念已根深蒂固，美国人所推行的“人权高

于主权”的理论更是这种理念的折射。因此当美国出兵打击南联盟时，在其固有的解读世界的原则的作用下，理所当然

地把这种行为看成是正当的“人道主义”的行为。而通常情况下，在某一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大众媒体传播的舆论被认

为是一种真实事件的再现，人们也往往视舆论所传达的观点是相对真实的。然而这种相对真实的结果却已不自觉地受到

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人们视其为天经地义的结果却往往忽略了“框架”的存在，将再现的真实当作自然的真实。 

二、 结构法则：意识形态对舆论的无形“枷锁”  

媒体是表现和反映舆论最强有力的工具，舆论主要的传达者——媒体工作者在选择、解释某一社会事件时，总在不自觉

地执行着一种模式，正是这些模式帮助记者对发生的事件进行选择和把关。英国文化学者霍尔透过这种现象分析指出，

意识形态就是一组组织意识、分析问题的结构法则，或是一套将事实符码化的系统。记者在工作时所依据的存在于人们

头脑中的框架就是意识形态本身，它随时对舆论的形成进行着结构和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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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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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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信息价值的认识，

以及社会、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我

们的新闻播音注重了“大容量”的“快

节奏”。这种适应现代社会应运而生的

“快节奏”播音应当给予肯定，但必需

强调鼓动性质和感召力。新闻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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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意识形态这种“结构法则”的作用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首先，“结构”是一种框架，是一个社会的价值和信仰体

系；“法则”是在结构的框架下对舆论进行取舍的一种标准。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意识形态是由社会存在所决定的，

它是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产生的现实思想和政治思想，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从不同方面反映着社会存在。因此，作

为意识形态中的一部分，舆论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意识形态是舆论形成之前存在的一个框架。在舆论形成的过程中，

是“法则”对生成于这个框架之外的舆论进行了取舍。最终形成了“支配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必然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

态”，社会舆论必然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的效果。 

在这里我们可以以美国为例。在美国内部一直存有一部分“麦卡锡主义者”，这其中包括政界要人，也包括媒体工作

者。由于对中国的片面理解，致使他们对中国持有很深的偏见，有着强烈的敌对情绪。这些就成为存在于这部分人内心

的理解中国的一种价值观和准则——即结构法则。因此，在他们的头脑中，中国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很落后的发展中国

家，不可能有能力研制出先进的军事科技技术。人们的思维在这样法则的束缚下，当所谓中国窃取美国军事技术机密威

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考克斯报告》通过媒体公布后，中国“盗窃”美国各种军事技术情报似乎已成了不争的事实。人们

也根本不会客观地去考虑，所谓的被盗窃的美国军事技术是否已研制出来。很明显，这就是他们意识形态中反华情绪造

成对此事件所持看法的错误影响。 

事实上，不同观点的舆论事实是在意识形态的“框架”下形成的。这种意识形态常被视为一套只服务于某一阶级利益的

“价值或信仰体系”。美国一直宣扬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害怕中国的强盛对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存在威胁。因此，在统

治阶级所控制的意识形态中，向人们灌输的是对中国的发展和形象不利的言论。当经过人们加工和处理的舆论呈现在人

们面前时，它已刻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无法完整传达其真实面目，人们在接触它之后自然被引上了它的轨道。 

在广播电视卫星传播和电子报纸覆盖全球的时代，任何舆论的反响都会在一瞬间传遍全球，深入每个家庭。作为新世纪

的新闻工作者，更要透彻地了解和掌握舆论的本质特征，洞悉意识形态在舆论形成过程中的“自然化游戏”和“结构法

则”，这样才能真实地反映社会规律，维护绝大多数公众的利益，担负起舆论的历史使命。（作者单位：北京广播学院

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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