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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炒作与道德失范 

资讯时代的的媒体竞争已进入白炽化阶段，“独家新闻”的空间越来越小，无论是电视还是平

面媒体，比“惊爆”，比“刺激”，比“视觉冲击力”已成为媒体间搏杀的重要手段。寻找

“卖点”、“猛料”以吸引受众眼球，也成了一些记者和新闻策划人每天殚精竭虑之事。虽然

媒体无时不刻不在接受各种伦理的制约，新生的媒体在它的发展和蜕变中，也在勇敢地对传统

媒体原则提出一轮接一轮的挑战，试图在生活的每个角落中帮助人们改变旧的伦理观念。但对

于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和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来说，时下诚信度的降低和道德失范之于掌握

话语权的媒体来说，伦理观的体现就越发地比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起来。 

正确区分新闻炒作与新闻策划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你的原创点是忠实于谁？对谁承担着道德

责任？一个新闻事件的出现，伴随着它的延伸、发展和变化，进行恰当适度的包装、运作和烘

托，将其朝着符合公众利益的方向推向高潮，健康地走向终结，也就顺应了公众伦理道德，完

成了媒体应负有的社会责任，这才称得上是新闻策划。相反，仅忠于“惊爆”，一味追求“卖

点”，只对本媒体承担责任，就会使媒体的经济利益和公众的合理新闻利益产生矛盾，走向道

德失范。 

影片《新闻女郎》中，女主角麻生环是日本当红的新闻报导员，为了提高Channel 2的收视

率，其上司绀野先生不惜代价，暗中请人拍下各种照片，造出了“16岁的龙仔是麻生的情人，

两人同居并且麻生已怀孕”的谣言，面对这个惊爆的猛料，所有媒体无不趋之若骛，把麻生的

私宅围得水泄不通。事实上，龙仔只是麻生的亡夫与其前妻的儿子，因父母双亡，暂时和麻生

同住。但是为了收视率，绀野要求麻生暂时隐瞒真相，保持沉默。果然，受众们被愚弄，接下

来的几天，Channel 2 evening news的收视率巨幅上涨。但毕竟这只是丑闻，公众的注意力不

能保持多久，于是，上司又提出下一步计划，让麻生召开记者招待会，用感人肺腑的话告之所

谓的“真相”——“至于为什么一直隐瞒和龙仔的关系，是因为不想伤害他。”先是丑闻，再

是感人肺腑的事，先是制造谣言，再是辟谣，整个新闻炒作可谓精心设计、缜思严密，而影片

中龙仔的质问无疑是一针见血：“为了提高收视率就能不择手段吗？” 

以报道事实、尊重新闻规律为“幌子”的恶性炒作，使媒体今天散放出谣言，明天又急忙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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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谣言疯狂地四处流播，新闻媒体先是急切地报道这些“未加证实的”谣言，然后又以惊人

的速度再次更正它们。新闻媒体的道德失范，大大降低了媒体的公信度和美誉度。 

传媒别有企图地将非新闻“炒”成新闻，将一般新闻“炒”成热点新闻，目的不外乎：造成轰

动效应，增强对受众的吸引力，争取更多的广告收入；从被报道者那里直接获取经济利益，

“炒新闻”是传媒对提供赞助者所作的回报。“炒新闻”的主要内容一种是传媒所需要的新

闻，这主要包括各类耸人听闻的新闻，明星、大腕、大款的新闻，普通人的新闻———“五花

八门的男欢女爱，生生不息的情仇恩怨”。另一种是被“炒”者所需要的新闻。被“炒”者希

冀获得节目或广告所无法达到的效果，获取好名声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但传媒不管“炒”的是

哪类新闻，都侵犯了受众利益，违背了传媒操守，走向道德失范。 

新概念Infortainment 

沃尔特·李普曼把报纸描述为是永无止息的、不会长时间停留在某一点上的、覆盖面不断扩大

的探照灯。事实上，媒介受众的兴趣才是探照灯，它照到哪里，我们的媒介就跟到哪里。而艺

术知识趣味不高的人远远多于趣味高雅的人，这并不是秘密。于是，在高视听率的驱动下，媒

介产品中又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即最有视听率的社会新闻取代了媒介的政治功能和文化品味。

这一方面导致媒介对现实事件有意识地选择和排斥，使能够娱乐受众、在低层次上满足受众感

官需求的媒介产品销路极好。 

现在，西方已出现了一个新概念—infortaiment（information+entertaiment），它预示了媒

介在视听率诱导下发展的新趋向：侧重于带有娱乐性的信息的传播。另一方面它也导致媒介用

社会新闻的模式来处理、表现信息，使各种信息的政治性削减，把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些无

关大局、没有政治后果的琐碎的事情上去。 

影片《新闻女郎》中有这么一个片段，绀野先生和新闻部部长请来了综合节目“泳衣包、剪

刀、槌”的主持片山先生，代替与麻生朝夕相处，多年来一起合作的秋吉先生编导的位置，理

由只有一个：为了提高收视率。片山上任后，第一个提议便是以夏季流行的泳衣做主题进行报

道，“这种话题，最受女性欢迎，更受男性欢迎。”所有职员无不反对：“这是新闻报道，不

是艺能节目。”而片山先生却振振有辞：“报道观众想知道的事，这才是新闻，不是吗？”他

还要求麻生改变原来庄重的服饰，打扮地艳丽些、夸张些。 

果然，当天收视率比前一天高出了3%。秋吉先生决定离开Channel 2，临走前一个晚上，他重

复回放自己和麻生最早合作的一个出色的特写新闻，动情而真诚地对片山说道：“它的收视率

曾非常低，”“有些节目的好坏是不能单靠收视率来判断的，和数字无关。有些事是有向大众

报道的必要的，这才是报道。”这段话对片山先生似乎很有触动，而对笔者也有了很大的触

动。 

我们不禁深思：市场化=大众化=通俗化=娱乐化？毋庸讳言，传媒生存、发展需要资金，资金

来自于市场。来自市场的生存压力，迫使传播者必须遵从“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森林规

则”。也就是说，媒介必须使自己的新闻产品最大限度地适合受众口味，以换取最大数量的注

意力，这样才能获取尽可能多的广告收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有自己的获取生存、发展

所必需的资金的考虑，这是无可厚非的。 

新闻娱乐化体现出娱乐节目对新闻节目的挤压，以及大众化的必然性，在电视和广播业上尤为

突出。但如果将平民化曲解成庸俗化，通俗扭曲成媚俗，忽视了传媒作为“社会公器”的功

能，大肆渲染一些表面上看来花哨引人、内容却庸俗无聊的新闻，无法正确处理新闻报道在可

读性和思想深度、社会意义之间的平衡，最终可能会带来始料未及的负面效应。 

依照马克思的观点，娱乐消遣是人类正常的精神生活，是一种“享乐的合理性”的满足。因

此，新闻娱乐化有民意基础，代表了某种舆论无可厚非，但是，这并不表明我们能够对媒介的

 



宣传性有所放松。假若娱乐化的新闻产品并无“娱乐价值”，那该如何对待呢？一味地依靠哗

众取宠和媚俗，既无法真正留住读者，也有悖于新闻传媒作为“社会公器”的道德责任感。 

德国大诗人歌德曾说：“对待群众，如果你是激起他们想要的情感，而不是激起他们应该有的

情感，那就是个错误的让步。”可见，群众的一切需求，哪怕是情感需求并不都是合理的，媒

介走向新闻娱乐化也应当有一个“度”，或者说只能把健康的能激起群众“应该有的情感”的

新闻产品提供给他们，以高品位的新闻产品去培养群众的情操，去帮助他们确定正确的价值

观。这才是传媒必须遵循也本应有的职责与操守。 

媒体的“选择学” 

无论是《国际新闻道德信条》草案，还是美国的《报业信条》，或是日本的《新闻伦理纲领》

等等，无不高举“新闻自由”的大旗，并将其放在最首位。然而，所谓“新闻自由”其实并不

自由。去年10月，“美国之音”因播出对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的专访，惹恼了美国政府，致使

代理台长丢了“乌纱帽”，这再次证明：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与其他自由一样，并不是绝对和无限的，而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和具体的，因而，从

某种意义上说，新闻学、传播学，其实质就是“选择学”，而选择的标准就是权势力量、阶级

利益、国家利益和政治信仰、法律法规。因此所谓自由，也就是在经一定选择之后产生的一个

有限空间，一个有规有矩的限度。 

影片以麻生环本着新闻工作者应有的良知和正义，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牺牲自我，揭露黑幕

达到了情节的高潮。Channel 2平时以大胆批评揭露的作风著称，但是当自己的董事、企业与

众议会议员祖师谷相互勾结，进行权钱交易引起麻生和秋吉的注意时，他们却百般阻挠调查工

作的继续。麻生先是被人在电梯里警告，告之：“不要插手这件事比较好。”接着上司又正面

提出要求和命令，“不要说这么单纯的话了，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会有灰尘出现。”麻生的同事

也因此而被掉到资料部，同时麻生的家人也再次受到恐吓性的攻击受伤……最终，麻生还是凭

着自己的良知、正义和智慧向公众揭露了这个丑闻，但是，麻生也因此失去了自己作为报导员

的职位。 

此类违背应有操守的行为，其根源在于传媒屈服于权势、屈服与金钱。因此该报的新闻不敢

报，该说的话不敢说，该坚持的理不敢坚持。其言其行，已无良知和操守可言。这不正是媒体

“选择学”的绝佳表现吗？西方对新闻自由实行双重标准：不符合他们的政治观点、价值观念

的，便挥舞“新闻自由”的棍棒大加讨伐；但到了要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时，不惜隐瞒真相、

歪曲事实，混淆是非。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国家众多的新闻从业人员，为保住饭碗不得不小

心翼翼地工作，甚至是战战兢兢地工作。 

这真是对“新闻自由”作了生动的诠释，高喊的新闻自由，不过是一句自欺欺人的口号，毫无

限制的新闻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而对于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来说，似乎又回到了一个老问题

上：如何对待利与义？在今天，这已经不完全是一个古典的命题。利与义之间，并不是一味地

互相排斥的关系。获取正当的利，并不妨碍坚持义；相反，会使得传媒坚持义更具有经济实

力，底气更足。但是，利欲熏心必然会将正义、公德、操守置于脑后。因此，在利与义之间的

矛盾无法消解的时候，提倡为义舍利的精神仍然是十分必要的。有了这种精神，传媒和传媒工

作者，就一定会正确地对待狭义的利，也就是金钱和物质；也一定会正确地对待广义的利，比

如提拔升迁、栽培重用、表彰奖励等等。在利面前，传媒和传媒工作者要能始终以正常的心态

对待它。取应得之利，不取不应得之利；做应做之事，不做不应做之事；不因为想获利而说违

心之语，也不因为想获利而在不应保持沉默的时候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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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文章：新闻炒作

· 是正常报道还是新闻炒作？ (2006-6-12) 

· “新闻炒作学”被湖南师大叫停 (2005-4-2) 

· “新闻炒作学”将如何炒作？ (2005-3-31) 

· 理性看待新闻炒作 (2004-11-11) 

· 一次失败的新闻炒作 (200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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