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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新闻评论中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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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新闻评论，简言之就是“具有新闻性的评论文章”，那么就离不开关于新闻事实的判断。判断除了逻辑

学中的定义及分类方法以外，在新闻评论中也有着特别的分类方法。本文试图探讨判断在新闻评论中的地位、作用以及

这个特别的分类方法。事实判断是作者对已发生过的、正在进行的或尚未发生的事实本身所作出的客观性、闭合式、唯

一性的（唯一正确）判断。价值判断是作者在对已发生过的或正在进行的事实进一步分析的基础上作出的主观性、开放

式、评价事实的影响、意义或价值的不唯一性的判断。 

【关键词】：新闻评论 判断 事实判断 价值判断 

判断的含义 

什么是新闻评论?几乎每本新闻评论著作对此都有着不同的定义,但也多是大同小异,若用最简捷的语言概括之,便是“具

有新闻性的评论文章”①。何谓具有新闻性？简言之就是与新闻有密切关系。既然与新闻有密切关系，那么肯定就与事

实密不可分，因为事实是新闻的核心。但是新闻评论又绝非是单纯的罗列事实，而必须要在新闻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深加

工、再创造，那就是要有所评、有所论。评，就是要对新闻事实进行评判，论，就是要对新闻事实作出论断。不管是对

新闻事实的评判还是论断，都需要在新闻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判断。所以，判断在新闻评论中是不可或缺的，否则那就不

能称其为新闻评论。（本文所讨论的新闻评论不包括广义上的那些没有事实参与的纯思想评论和纯政论。） 

那么，什么是判断呢？普通逻辑学告诉我们：“判断就是对思维对象有所断定的思维形式。”②如：“人性不是自私

的”；“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都是判断。所谓“思维对象”，就是指人们所思考的一切对象，它无所不包，

外延是无限大的。在新闻评论中，所谓的“思维对象”则首当其冲的指新闻事实。至于“有所断定”则指运用概念对思

维对象的性质、关系等情况作出反映，即，要么肯定、要么否定其具有某种性质或关系等。在新闻评论中要对新闻事实

的性质及其之间的关系作出断定并非是件容易的事。因为这种断定是人的主观思维对客观事实进行的，那就必然会存在

主观断定是否与客观事实相符合的问题，也就是说，判断存在真与假的区别。如果，一个判断的断定符合客观事实，它

就是一个真判断；否则，就是一个假判断。判断的真与假则应由社会实践来检验。 

判断在新闻评论中的地位与作用 

判断在新闻评论中的地位可谓是无可替代的，毫不夸张的说，判断在新闻评论中处于核心地位。虽然，新闻评论文章中

不一定每句话都是一个判断句，也不一定大部分句子都是判断句甚至更不一定每段都有判断句，但是，从总体上看整篇

文章却多是一个判断。这也是新闻评论与诸如随笔、散文、杂感等文体之间的区别所在。后者，可以尽情发挥联想与想

象，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而新闻评论则必须是面对新闻事实本身进行合理的思考，然后不可回避的做出旗帜鲜明的判

断：这事儿，我这么看。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文中指出：“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

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宣传工作，都

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所以，新闻评论就要

进一步挖掘出新闻事实中的典型意义，作出判断，把观点亮于读者面前。 

判断在新闻评论中的核心地位也就决定了其在新闻评论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首先，判断在新闻评论中起着旗帜作用。就象一篇立场鲜明的新闻评论可以是一份报纸的旗帜一样，一个果断的判断也

可以是一篇新闻评论的旗帜。有的新闻评论标题便是一个显亮的判断。如：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全文

都围绕这个主题，进一步论述为什么“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以及怎样缓行。再如《人民日报》社论《“大锅饭”养懒

汉》副标题是《四论不能再吃“大锅饭”》也都是旗帜鲜明的判断，虽然其中没有判断词“是”，但这并不影响它作为

一个判断句所具有的特征。它在肯定了“大锅饭”具有“养懒汉”的属性。还有的新闻评论开篇便是一个判断。如《中

国青年报》社论《别了，O７开篇这样写到：“是我们，是我们中国人夺取了本界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半个多世纪来背

着奥运“O”的包袱的中国人，从此可以扬眉吐气了１③第一句是倒装式的判断句，作者将判断词“是”提到句首，而把

主项与主项连在了一起，这样就更加旗帜鲜明的突出了主题。 

再者，判断在新闻评论中起着统帅作用。虽然一篇评论中不见得全篇都是些判断句，但是起着统帅作用的差不多都是判

断句。这个判断在十分明显或潜移默化的统帅着整篇文章的论证结构，统领着整篇文章的行文走向。还是举鲁迅先生的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④这个例子。虽然鲁迅的这篇评论还算不上是地地道道的新闻评论，但鉴于此文对于大家

来说都很熟悉、很具有典型意义，且并不十分影响讨论判断在新闻评论中的作用，所以，还以此为例。该文共分八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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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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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化融合中的中国电影 

作者：陶建杰┊ 2003-10-10 

第二届中国影视高层论坛论文 [内容摘

要]：电影的创作分为三个层次。以观众

为主体的，参杂了观众的价值取向、审

美取向、认知取向的“三度创作”，使

得对于电影的理解越来越趋于多元化。

浓缩了各民族本身文化的电影，…… 

·首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 2009-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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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一、解题。二、论“落水狗”有三种，大都在可打之列。三、论叭儿狗尤非打落水里，又从而打之不可。四、论不

打“落水狗”是误人子弟。五、论塌台人物不当与“落水狗”相提并论。六、论现在还不能一味“费厄”。七、论“即

以其人之道还治以其人之身”。八、结束。其中除一、解题和八、结束之外的六个正式论证标题中，有五个标题是很明

显的判断句，另外的一个七，其实也可以算做是有明显判断意图的陈述句。并且，这几个分标题，都呼应着文章的总标

题，受其统帅，以其马首是瞻。另一方面，这几个分标题，也是各自段落的总判断句，它们也各自统帅着自己标题下的

那段文章。从而形成了一个由大、小判断组成的明显的判断金字塔结构。 

判断的逻辑学分类 

在新闻评论中，判断是以多种形式出现的。每种形式都将对应着汉语中的某一种判断句式。一般来说，陈述句和反诘疑

问句能直接表达判断，而正问句、感叹句和祈使句则不能直接表达判断。如“让我们如何如何吧”，“谁是最可爱的

人”都不是判断句。同一事物根据不同的标准或根据会有着不同的分类方法，判断也不例外。在普通逻辑学中，按判断

中是否有模态词“必然”和“可能”，把判断可分成“模态判断”和“非模态判断”。如：邵飘萍1912年2月1日为清军

将领联名电奏请清帝退位而写的新闻评论，其中有一句很重要的判断是“清帝退位而后祸中国者，必袁世凯其人矣。”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模态判断中的必然判断，它有着明显的模态词“必”。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邵飘萍判断的正确。要做

这种判断，需要作者对事实进行深入地剖析和透视，研究事实发展的纵向过程和横向联系，把握事实在历史和现实中的

客观规律，从“来龙”中找准“去脉”，从而认识事实的发展趋势和前景，抓住事实表象背后的内在本质。毛泽东同志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如今，这句话仍很受用。当然，还会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在

写新闻评论时，掌握的事实信息不够全面，或事实尚在进行当中而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但又不得不作出判断。这时，

则可以用模态判断中的另一种形式----可能判断，还可以用非模态判断中的假言判断：“假如如何，便会如何”、“除

非如何，否则如何”，或者用选言判断：“要么如何，要么如何”等有回旋余地的判断形式。切不可在事实不清或不准

的情况下硬着头皮作出毫无退路的简单判断或必然判断。当然，这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的非常之举，不可以全篇评

论尽是这些模模糊湖的判断，那样就失去了新闻评论应有的气质和作用。 

判断的新闻学分类 

以上对于判断的分类是按普通逻辑学上的标准进行的，其实，仔细分析新闻评论中的判断，便可以理出另一种更简单、

更有意义的分类方式。那就是，按判断之中主项和谓项的关系，把判断分成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拿上文中引用过的一

个例子来分析一下。只有二百多字的《中国青年报》社论《别了，“0”》开篇一段就是两个判断：“是我们，是我们中

国人夺取了本界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半个多世纪来背着奥运“O”的包袱的中国人，从此可以扬眉吐气了１这两个判断

在普通逻辑学中属于同一种判断形式，但在这里却可以把它们区别开来。第一句，是在陈述着一个真实的、已经发生过

了的、不可更改的客观事实，是对客观事实本身进行的“独一无二”的判断。我们把它称作事实判断。这种判断有着明

显的正确与错误的区别。而第二句，是在对中国人夺金而甩掉了半个多世纪奥运“0”的包袱这个客观事实所作出的评

价，这一评价是从意义上来讲的，是在阐明夺得第一枚金牌给中国人带来的影响，是在判断这枚金牌以及夺金这个事实

的价值。我们把它称作价值判断。这种判断并没有明显的正确与否的分别。也就是说，还可以从另一角度对夺金这同一

事实作出不同的、也并非错误的判断。正如该文的第三段写到：“当地一家报纸评论说：‘中国人刚一回到奥运会，就

迈出了当仁不让的步伐，令人不安。’”⑤这也是对同一事实作出的判断，也是关于事实的影响、意义和价值的判断，

它与上一个判断在价值取向及感情色彩上似乎是很不相同，甚至相悖，但是我们却不能说它是个错误的判断，这便是价

值判断区别于事实判断的最明显特征。 

笔者试着给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下一个粗浅的定义。事实判断是作者对已发生过的或正在进行的或尚未发生的事实本身

所作出的客观性的、闭合式的、唯一性的（唯一正确）判断。价值判断是作者在对已发生过的或正在进行的事实进一步

分析的基础上作出的主观性的、开放式的、评价事实的影响、意义或价值的不唯一性的判断。虽然，都是对同一事件作

出的判断，不同的事实判断则不可能同时正确，它可以被已发生过的或正在发生中的事实本身证明是否正确，或者将被

即将发生的事实证明是否正确。而价值判断却可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一定唯一正确。 

给出了初步的定义之后，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原载于《新华日报》上的新闻评论《“对策”也可当镜子》。⑥首先这个

标题就是一个判断，它肯定了“对策”具有“镜子”的性质。在我们看来“对策”就是针对“政策”所采取的反抗行

为，只要努力禁止以保证“政策”落实就行了，而作者却发现了“对策”也能反映问题，能帮我们发现“政策”中的缺

陷与不足，发现了“对策”的新的作用、功能和价值，所以这是一个价值判断。文章第一句话就是“‘你有政策，我有

对策’，这是一种新的不正之风。”这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所以，是一个事实判断。文章第三段

句首：“对策往往是在政策比较粗疏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是在陈述“对策”发生的情况，是对事实本身作出的判断，

显然是事实判断，即便“对策”并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也只能说明这是一个错误的事实判断。文章第四段句首：

“对策”，也是对管理水平和控制能力的一种检验。这句话是对“对策”的功能作出的断定，“对策”有检验管理水平

和控制能力的作用和功能，是在评价 “对策”的价值，所以是一个价值判断。文章第五段也是最后一段句首：“当然，

任何政策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任何管理都不可能是天衣无缝的。”这其实是两个判断，并且是同一种判断。这种判

断是陈述了一种辩证法中所体现出来的、被社会实践已经证明过是正确的思想。如“一个人不可能没有缺点”一样，无



疑都是事实判断。通过对这篇新闻评论中关键判断的分析，想必，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轮廓更清晰一些了，区别也许

更明显一些了。 

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单有区别，而且还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一篇新闻评论中，往往既包含事实判断又包含价值判断。

事实判断象是文章的骨架，对文章起着支撑作用。价值判断则象是文章的血肉，起着深化、升华主题的作用。一篇评论

中，不能都是事实判断，否则未免有些死板、枯燥、没有味道；也不能尽是些价值判断，那样会显得空洞、没有说服

力。总之，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补充；有时也相互融合，相互体现。看似只是事实判断，其中却也体现着作者的价

值判断。例如，《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李小川的评论《不要讳言困难和危机》⑦开篇讲到：北京市今年有两件工作是颇

有新意的：一是大抓节约用水。二是永定河上修了一座大桥，过往的车辆一律收过桥费，一时间汽车司机怨声四起。当

年（1986年）对于整个北京市来讲肯定不会只有这两件事有新意，而作者却选择了这两件很小的事情。对这两件事的选

择无疑是事实判断，而其中却也体现了作者在选择事实时，对事实所进行的价值判断和作者的价值观。 

综上所述，新闻评论的核心是判断，判断又可分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其间二者有区别，也有联系。在评论中各自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统观现在的新闻评论，却有一种现象存在，就是多数评论更注重价值判断，一评起来就上纲

上线，统而论之，故意拔高事实本身的意义、夸大影响、提升价值、就实论虚。而对事实（新闻材料）本身及复杂的事

实现象之间的关系的挖掘总显得不够深刻、不够精确，至于事实的发展将会怎样，更是吞吞吐吐或干脆避而不谈，反而

大谈其意义如何、价值怎样。然而意义与价值却是不容易或不能证明正确与否的，这也许是症结所在吧。最后，以范荣

康《新闻评论学》中的一段话来结束我的文章：“本来新闻评论就是对新闻（材料）发表的评论，材料是新闻评论的重

要组成部分。这是新闻评论不同于一般政治评论或思想评论的显著特征。可是由于长期以来在报刊活动中，新闻和评论

分离，配套供应，逐步形成了一种定见：新闻只是报道事实，评论只以新闻为由头，特别是党报评论常常被认为是发议

论，讲道理的文章，更形成了忽略材料的偏向。现代报刊的新闻，已突破了只报道事实，不提供分析的框框，朝着夹叙

夹议的方向发展，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而新闻评论仍满足于大发议论，企图靠议论去说服读者，不注意运用材料，靠

事实去说服读者，这个问题同样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⑧ 

〖文中注解及参考文献〗： 

①《新闻评论学通论》 吴庚振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②《普通逻辑学》 孙仁生 任书来 著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③⑤⑥⑦《新闻评论范文评析》 刘根生 著 新华出版社 

④《鲁迅杂文集》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⑧《新闻评论学》 范荣康 著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99-2班，邮编：071002 ；联系方式：手机：13070531066，E-

mail:xxxcs@163.com，QQ：12345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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