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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关注媒体报道的人们一定还会记得：1997年同时去世的特里莎修女和王妃戴安娜在媒体报

道中所享有的待遇明显悬殊。有人分析说，戴安娜集美貌、财富于一身，显然是大资本宠爱的

对象；而特里莎修女因始终与弱势群体为伍，在传媒上遭受冷遇也就理所当然。国内的传媒跟

风而上，关于戴安娜的报道连篇累牍，而特里莎修女的消息只占一小块版面。一边倒的倾向如

此明显，不禁令人深思。 

  弱势群体的存在已经是一个不争的社会现实，如实准确地将这一群体的现状加以报道，是

媒体职责中的应有之义。 

  美国“报刊自由委员会”在其《自由而负责的报刊》一书中，对报刊提出五项具体要求，

其中一项就是报刊应准确表现“社会各成员集团的典型形象”。然而，同样经受商业化和市场

竞争浪潮冲击的新闻媒介，其角色定位以及具体的采编原则难免不是完全出自公心，这也是不

可否认的事实。民主化的媒介是社会与政治民主的重要条件，但现代社会中的大众媒介并非真

正民主化的媒体，因为媒介所选择的新闻事件和制造的议题大都有利于社会优势群体。研究发

现，少数人(如同性恋等)和弱势群体的形象或者被忽略了，或者被进行负面的描写。批判学派

的代表作--阿特休尔的《权力的媒介》中就认为媒介充满了偏见，“新闻媒介自以为对之负责

的那个社会充其量不过是白人社会”，从而认为媒介的社会责任是一个含义不清的模糊概念，

实践中无法实现。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媒介机构之间虽无本质利益的冲突，但利益的驱动在为媒

介竞争带来活力的同时，也不可否认一定程度上出现少数媒介社会责任感缺失，角色定位沉沦

的现象。 

  二战后，以美国电影文化为模式的流行文化大行其道，借助英语的普及优势、传播科技的

威力以及新奇的商业包装，尤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更是势如燎原，其中不免鱼龙混杂，菁芜共

存。我国传媒行业在吸取其长处的同时，千万不能丧失立场、照单全收。关于戴安娜王妃和特

里莎修女的报道无疑为中国传媒业敲响了一记警钟。正如徐永恒在2000年9月29日的《中国青

年报》上所说的：“在一个越来越多的领域被市场所影响的社会里，传媒不能置身于市场之

外，但也决不能完全被市场主宰。” 

  事实上，弱势群体的出现及形成并不是一个崭新的社会现象。我国政府和社会也一直在为

构筑救助困境群众的“安全网”、“保障网”而努力，媒体的相关报道本身就是社会关注的一

种反映。当前媒体对弱势群体的报道主要着眼于以下三个角度：从弱势群体个体的角度；从政

策规定制度等的角度；从现状、事件、情况等的角度。 

  在关注弱势群体方面，媒体确实做到了及时把握动态，传达政令民情；而且，媒体还主动

参与到相关新闻报道的策划中去，比如《广州日报》开办“欠薪追讨”热线，为保障打工仔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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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得利益作出努力，说明媒体在这一主题上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主动意识，取得了较好的社会

效益；同时，在报道手法上，也逐渐注意到这一领域本身的特殊性，不仅有“从上到下”传达

式的报道，还直接走进弱势群体中间，以他们的视角，写出他们的心声；以及对病患者受害者

一般采用化名、眼部遮挡等技术加以处理，这些都反映了当前我国媒体对弱势群体关爱意识保

护意识的增强。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正视其中诸多需要进一步改进与完善之处。具体地说，有以

下几点：  

  1.在具体实践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之前，媒体及其从业人员要端正自己的态度，平视他们的

存在，尊重他们的要求，而不是怀着一种优越感俯视他们。陆幼青在《生命的留言》中写道：

“癌症病人是孤独的，他们头顶上有一张无形的网”，“(媒体)常会用很肯定的语气报道一些

肿瘤研究领域的新进展，这样的讯息对于日夜挣扎在死亡边缘的癌症患者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啊，很多人会付诸行动，投入到对某种植物狂热的追寻中，或费时耗财地得到，却不知道怎样

应用，更多的是空手而归”，“癌症患者为此投入的时间金钱尚可计数，但是这种屡屡失望造

成的心理打击却是致命的，没有生存的信心纵有良药又如何呢？”尽管陆的措辞尽量客气，我

们还是不难感受到一个生命垂危的人在受到媒体的“捉弄”后的愤怒与失望。不负责任、轻浮

草率的文字背后是服务意识淡漠的理念在作怪，而其中除了操作上仍需改进的客观原因之外，

恐怕还有新闻从业人员对求助者的不尊重甚至冷漠。 

  2.在对弱势群体的整体关注面上，还存在着不够全面的地方。弱势群体本身是一个含义广

泛的概念，这决定了对其报道不是一个简单的报道与否和报道多少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一个报

道领域开发问题，同时也就涉及到培养从事此报道领域的专职人员，以及设立固定版面、栏

目，定期出版、播出等一系列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东西。从实例分析来看，这一点我们的媒体

做得还远远不够。 

  3.在相关报道中，根据事实变动作出的伴随的被动的报道居多数，媒体主动关注的意识尚

且不足。不少报道缺乏追踪、后续，没有深入开掘，这样必然使得报道的力量大打折扣。中国

人民大学的喻国明教授认为，商业的介入，使某些媒介更多地去迎合受众而非引导受众，媒体

市场竞争的压力越大，迎合的趋势就越明显。毕竟，主动引导是需要一些距离的，是依赖媒介

将其采编意识、运营机制置于一个既不脱离群众生活，又适当高于群众生活的基础之上，有时

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弱势群体很显然在社会地位、消费能力等方面处于劣势，可能就被排斥到

一些服务意识淡漠的媒体的报道范围之外。然而，适当、正确地对弱势群体予以关注，虽然引

导可能会付出代价，但当这种努力为社会认可时，获得的回报也是丰厚的。  

  4.在对弱势群体的报道中，存在着“治本不够只治标”现象。表现在只报道事实不解决问

题；后续报道不足；虎头蛇尾蜻蜓点水等方面。媒体不但要采用多种报道手法从多个报道角度

对事实进行充分报道，由此形成足够大的舆论声势，对体制、制度所存在的不合理的地方产生

促使其变革完善的压力；同时，媒体不仅要善于报道，还要善于分析，虽然具体情况有具体特

点，但相似的社会事实之中还是有规律可循的；除了充分报道找出规律之外，媒体还可以通过

组织专家论坛等形式，提出建设性意见和有效解决问题的办法，从治本上下功夫，从而起到促

进问题有效解决和预防此类事情再度发生的作用。  

  当然，在对弱势群体进行关注的问题上，能切实起到实际效果的“主力军”并不是媒介。

《广州日报》开办“欠薪追讨”热线，从另一个层面来看，正是某些社会职能部门工作做的不

尽如人意的反映。在促进社会制度完善方面，媒介是先锋队，监督者，但不能越俎代庖，正如

《工人日报》新年伊始时曾说：光靠媒介“济弱扶贫”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传媒依靠其独特

的社会功能呼唤全社会的奉献爱心，发起实实在在的救援之举，并且促进社会救助制度的建

立、更新与完善。  

 



  柯杨：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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