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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新闻评论，还在路上  

作者： 刘敬东  

关键词： 电视新闻评论┊阅读：563次┊ 

【内容摘要】电视新闻评论多年来步履蹒跚，缺少真正的评论，甚至就是深度报道。这是因为它一直照搬社论模式，策

略乏术；同时，它一度担当的“青天”角色随着社会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程度的提高而逐渐消失。电视新闻评论要

想走出困境，必须走下神坛，归于平凡，积极地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反省自身。  

【关键词】“社论”模式；“青天”神话；归于“平凡”  

2001年末的上海电视业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震荡，11个专业频道同时推出(2002年1月1日开播)，履行着打造电视业

“航空母舰”的宏伟构想。契合国际电视业的走向，应对WTO的挑战，上海的电视人“拉弓射箭”——摆足了架势。  

在新闻综合频道，从一个台的新闻中心(上视新闻中心)扩容为一个专业频道，多个新栏目的推出，以及对原有栏目的改

造，自然关联到对原有部门的重组、人员的整合。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存在了十多年的新闻评论

部被撤消，代之以新闻专题部。这看似不经意的一个举动，让人联想到：面对电视改革的突飞猛进，电视新闻评论这么

多年来一直给人以步履蹒跚的印象。看看从我们评论部出来的产品，上至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

下到我们上海电视台的名牌栏目《新闻透视》、《新闻观察》，真正的评论在节目中所占的比重可以说是越来越少，甚

至是微乎其微的，更多只是首尾的“点睛”。节目形态其实更接近，甚至就是深度报道。  

为什么会这样?  

一、“社论”模式：介质错位·文化逆差·策略乏术  

1.介质错位。虽然如今电视的影响力是最大，但是从起家而言，总归是先有报纸，然后才是广播和电视。因此，广播、

电视新闻的报道方法、节目样式，甚至是机构设置，当初都是“照搬”报纸。于是，电视新闻节目就有了“编后语”、

“本台评论”这样典型的报纸新闻的用语。但是，必须看到的是，虽然同为大众传媒，介质却不同，它所要求的报道方

式、报道手段也是不同的，这样才可能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就拿新闻评论来说，它所要告诉受众的是媒体也就是传者

对于某则新闻的观点和见解。评论必须观点清晰、透彻，旗帜鲜明；必须要非常理性，要字斟句酌、有严密的逻辑。这

对完全文字化的报纸而言是最为适合的，它可以将报道和评论泾渭分明地划开，读者可以反复推敲其中的道道。而在广

播和电视中，尤其是电视中，信息可以说是转眼即逝，观众留意更多的是绚丽多彩的画面，推拉摇移的镜头，以及一个

个充满视觉冲击力的细节和故事。少了这些，只听主持人或评论员大发议论，效果可想而知。  

2.文化逆差。当然，国外不乏这样的名牌节目，而我们不行，为什么呢?让我们再从现实的环境中找找原由。我们的媒体

强调导向功能，强调喉舌作用是一贯的，有人可能会将之看作是一种束缚，一种做不出好节目的托词；我倒宁可将它看

作是一种责任，一种传统“文以载道”的沿袭。它是政治的，也是社会的，更是文化的，在传者与受众之间有着某种共

识。这是特色，是国情。而国外不是这样，上至总统，下至演艺界的名流，只要是公众人物，媒体都可以肆无忌惮地评

一评，议一议，甚至调侃一番，你也不必担心因此会误导了观众，哪些该信，哪些一笑了之，他们有数，因为那里的观

众与传媒之间同样有着另一种默契。国外早已把报纸、广播和电视演化成了大众媒介，更商业，更世俗。所以，他们的

评论节目往往就会比我们只讲“大道理”的评论好看、好听。  

3.策略乏术。当然也要看到舆论导向、舆论宣传是大众媒体的属性之一，国外媒体、西方媒体也不例外，它们一样讲政

治、讲爱国。关键是实施这方面职能和作用方面，它们要比我们更有策略；实施教化和舆论宣传总能在一种看似轻松、

随意，甚至嬉闹的氛围下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中完成使命；而不像我们长期习惯于一种四平八稳、甚至正襟危坐，社论

式的、缺乏个性感的、自上而下的灌输模式，让人望而却步，难以形成必要的认同。  

二、“青天”神话：铁肩道义·“英雄”气短·勉为其难  

1.铁肩道义。当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媒体市场化的不可避免，电视媒体的地位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被矫

正、被规范的过程，开始从“传者为中心”向“受众为中心”的方向转变，奔着大众传媒迈出了第一步。前面提到的一

些问题也得到了一定的克服，最最主要的表现是新闻节目中出现了主持人，出现了反面和曝光报道。像那时一举成名的

中央台的《焦点访谈》，上海台的《观众中来》和《新闻透视》，都是专门为老百姓“打抱不平”；监督中央以及地方

的一些政策法规是否得到了很好的落实或执行；介入一些社会纠纷，做一些道德层面上的评判，褒扬正义，谴责歪风。

那时的报道和评价给人一种品质超群、仗义执言的“英雄”气概，是铁肩担道义、为民伸冤、明断是非的“青天”。  

2.“英雄”气短。可是，毕竟媒体承担的仅仅只是一定限度的舆论监督职能，所以我们的评论也就难免常常会“欺软怕

硬”，因为你只能眼光向下找死角。《焦点访谈》所揭露、所曝光的更多是省市县级的不轨行为，甚至一度还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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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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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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媒介管理之可持续发展战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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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媒介与管理  媒介管理，顾

名思义即是指存在于媒介领域内的管理

问题。媒介是一种复杂的实体，其性

质、类型及功能的定位都是随着不同的

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与之对应

的一切管理与营运也是应势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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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节目”，专门跟村镇干部过不去。而到了地方台就更“惨”了。往往不得不常常充当起社区的管理员，拿一些

“肆意妄为”的居民和小商小贩“开刀”。而一旦遇到垄断行业或强力部门就常常被动、常常显得软弱乏力。这些评论

中时常出现的是“希望有关部门怎么怎么样”，“建议有关单位如何如何”等，显得颇有些无可奈何。而就是对于不守

规距的小商小贩，不谙世理的蛮汉泼妇，也未必就能全胜而归了，“偷鸡不成，反搭把米”的事儿也是时有发生的。不

少曝光对象打上门来，控诉记者的“暴行”。扬言要到法院起诉电视台的也大有人在，搞得大家疲于应付。为了避免麻

烦，我们的很多报道就要跟在工商、监察等职能部门的屁股后面转，他们查谁，我们再曝光谁。  

说了这么多琐碎的例子，只是想描述一种生存状况，告诉大家，在社会越来越注重法制化、规范化和秩序化情况下的电

视新闻评论的生存状况。“时势造英雄”，不是说我们不努力，而是我们没有了造“英雄”的那种时势。改革开放这么

多年了，社会变得更民主、更法制。一方面老百姓会逐步远离媒体这个曾经赖以为自己仗义执言的“青天”而是转向“3

·15”、消协、“110”、各级法院等等更直接、更有效的投诉和举报途径，寻求庇护；一方面受到种种规范的电视媒体

也会越来越无力承担这一“英雄”化的使命。人们更注重保护自己的种种权益，于是，就难免会有人站出来质疑媒体的

居高临下、充当道德裁判员的不当，看出它在充当百姓利益庇护者的角色时，超越社会秩序和法律法规的那份不公道。

 

3.勉为其难。这也是很多电视台的评论部为何顶着评论部的帽子，做的却是深度报道的活儿的原因所在。固有的评论样

式受到媒体特性以及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掣肘，变得越来越疲软，也就越来越不中听。于是，一种逃避也好，一种探索也

好，众多评论部捣鼓出来的节目纷纷不约而同地回归到了新闻的本体，回到关于事实的报道，层层深入下去，最终让事

实说话。有些评论或隐藏在关于事实的陈述之中，或点到为止。这样做是非常讨巧的，既可以给观众丰富的视觉景观，

又不必斟词酌句地费口舌，一切尽在事实中，不会给人留下什么把柄。有人甚至将这样的报道也归纳为评论的一种方

式。我觉得这样未免有些牵强了。  

三、归于“平凡”：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反省自我  

新闻评论部的寿终就寝、深度报道的喧宾夺主是否都暗示着新闻评论节目没有了回旋的空间呢?是否就像一些人悲观地认

为的那样：中国不适合评论性节目?  

我倒不这样认为。  

1.关注社会。虽然前面罗列了以往“评论”的种种不是，但是想要阐述的却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就是“评论”是时代

的产物，不同的时代必然造就不同风格、样式的“评论”。就拿“社论式”的评论来说，解放战争的时期毛泽东的两篇

评论《别了，斯徒雷登》和《评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至今仍是新闻评论的范文(而那个时代也造就了齐越等众多优秀

的播音员，经他们之口播出的广播评论，曾经鼓舞了多少人积极投身到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中去)。而到了90年代，随着

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改革开放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了力度，一时间伴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引进，依傍市场经济

而生的种种更民主、更法律、更市场化的观念和思潮也澎湃而至。它们在与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的行政、法律、法规以

及一些陈旧的意识相冲撞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和思想领域的某种无序。这时，《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出道了，

一批主持公道，替百姓撑腰的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也随之出道了。他们紧锁着眉头，言语咄咄逼人，专门揭人家短，掀

人家丑。当时观众喜欢这样，感觉出气、过瘾。这就是所谓的“时代印记”、“时代特性”。可是，现在已经是21世纪

了，法律、法规、社会保障体系都日益完备，人们的自主意识、法制观念也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于是，这样的主持人

仗义行侠的“英雄”时代也就走到了终点。但这并不是说新闻评论的时代过去了。社会的民主与法制，只能是让所有的

人最终都能够畅所欲言；而决不是让电视新闻评论像现在这样“窝囊”，除了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官话、套话，

就再不敢多言语一句。关键是看要说什么和怎样说。也就是说，在评论的内容、评论的方式，以及评论所期待达到的效

果和作用上，都要有所转变。所以，只要我们的电视新闻评论的内容更密切、更主动地贴近时代，紧跟社会的发展步

伐，那么，我们就会获得一个更为广阔和深远的报道和评论空间。像下面一个2001年被媒体“炒作”得比较多的新闻事

件就很有意思：  

云南的一名女大学生偶尔在一本杂志上读到河北的一位男青年为救别人被火车撞伤留下残疾，生活不能自理，很感动；

于是，放弃学业，背着父母，偷偷从云南跑到河北，一心要嫁给英雄，照顾他一辈子。这样的“大学生嫁英雄”的故事

要是发生在80年代以前，一定是一个众人传颂的感人事迹，英雄伟大，而为英雄献身的人也一样伟大。(就像当年的麦贤

德和他妻子的故事一样。)可是，现在不同了，这样的事会引来很多议论，如该不该嫁这样的英雄和为嫁英雄放弃学业值

不值呀等等。  

类似的选题很多，如牛群就任县长，吴良才眼镜店的纠纷等，还有像《死刑犯的妻子索要生育权》、《鲁迅姓名权之

争》、《私家侦探在行动》、《医院侵犯了隐私权吗?》等等，这些还都是社会转型期间所出现的一些小问题。可就是这

些小问题，也足以让我们感到某种“尴尬”，因为我们可能无法再简单地套用哪种价值观念对它作出评判。而只要你细

心观察，就会发现这些社会转型期间的问题，其实无处不在，直接关系到经济、政治、文化，甚至人际关系等社会的方

方面面；也直接导致新旧观念的矛盾，和历史与现实、情感与法律、甚至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冲撞；同时，也牵动着上至

政府职能部门下到平头百姓所有人的敏感神经。因为以往可能都没有遇到过，而现在却必须要面对。如果有足够敏感的

话，我们就可以提出问题，点出其中的症结所在。如此我们的报道和评论就会变得更生动、更独立，主动去捕捉，独立



进行思考和判断。于是，就成为了一个发现者、一个提问者，见解更具有前瞻性和原创性，更有社会责任感，也更深

刻、更有力度，而不是简单地充当传声筒和裁判官。  

2.关注人生。不同的时代打造不同风格样式的新闻评论，使评论呈现出一种变数。但是，应该看到形形色色的新闻事件

的后面总是有人来支撑的，而打造新闻评论的是人，接受新闻评论的一样是人。人总是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与冲突中生

存和发展的，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时时刻刻充满着这样的矛盾与冲突，小到亲人朋友间的小别扭，大到国家民族的血

腥纷争，无不是这一基本矛盾与冲突的具体显现。当我们对一件事做出对或错、好或坏的评判时，实际上我们是在习惯

或接受了某种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的基础上完成的，而这种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是因人而异，因时间而异的。于是，我

们的评论就难免会面临这样的尴尬局面，那就是部分人认同，部分人不认同；一段时间内认同，过后就站不住脚了。而

要让我们的评论能够经受住时代与社会的考验，争取更多、甚至所有人的认同，并保持更长久的真理性，那么，就需要

我们的评论在立意上能够更高一些，在一种哲学的层面上讨论问题，带给观众关于人生、关于社会的更深层次的思考；

而不是被动地龟缩在新闻背后，只求客观呈现事实的“真实”层面，以及简单武断地进行是非、好坏、善恶等等“道

德”层面的价值评判。  

《南方周末》2001年的最后一期“年末特刊”有一篇该报记者对老工业基地沈阳市铁西区的5天采访：“铁西区密集着沈

阳市80%以上的国有工业企业，绝对数超过1000家，“时代流转，当国企为改革付出代价时，铁西尤痛，75万人口的铁

西，成为中国下岗失业者最集中的地带。下岗职工累计15万，失业人员5万……今天，事关下岗者命运的中国社会保险改

革，又在铁西率先拉开。所以，倾听下岗者的声音，无法回避这个地方。”这是报纸为这篇报道配发的编前语，它不仅

告诉了我们文章将要关注的问题——中国社会保险改革，还点明了关注对象的典型性——沈阳铁西区的下岗失业人群，

而且用了“命运”、“倾听”、“无法回避”这类词语渗透出文章的视角与立意。再来看报道的题目：《铁西不流

泪》，以及文中照片的配文“人在最艰难的时刻才显示他们的坚强”。撇开报道本身不说，就是这些文字，已经让我为

之感动不已。而如果只是一般性地报道社会保险改革在铁西试点情况的话，它只会给我更多这方面的信息，不会让人动

情。让人感动的只能是记者所选择的视点和关注的方式，也不是“催泪弹”式的报道，不是简单对“弱势人群”的同情

与怜悯，也没有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的嫉恶如仇；而是平等地观照这些下岗失业者的生活景况，高屋建瓴地感悟与升华

他们在艰难中所洋溢出的那种坚强。于是，报道中遍布着对人性美的一种礼赞。而这又是最具普遍性和永恒性的人生主

题，因为人生的艰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每个人都会经历。于是，无论何时、何地、何人读来，都会对其中的不易

有一番切肤之痛，也都会为由此激发出的人性的美而感动。  

3.反省自身。关注社会，关注人生，一切说来容易，做起来难。而在这方面，国外的一些媒体和记者却已经是驾轻就熟

了。就拿几乎每天的电视新闻都要涉及的巴以冲突来做个例证。如果你留意的话，你会经常看到这样的镜头；前景是一

挺机关枪，或以色列士兵挎在肩上的半自动步枪，几乎占满了整个画面；而背景上小小的是在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民

众。画面非常具有视觉上的冲击力，有对暴力下的弱者的一种同情，有对人类命运的一种悲哀、一种困惑和一种沉思。

每个镜头都在“说话”，可谓是“武装到了牙齿”。  

我们也一直在提倡深度报道，那么，究竟怎样的报道才是深度报道?评论也是一样，怎样的评论才算是有深度呢?将事情

的来龙去脉搞得一清二楚可以算是有深度报道，将事情的是非曲直断得人心服口服也可以视为到位的评论。能达到这样

的层面当然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应该看到，这远没到终点。就是前面探讨的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问题，也还只是涉

及了评论的内容，而评论的方式，甚至评论所期待达到的目的，还都是个问题。  

媒体产生的最原始目的就是为了方便人们彼此间的交流和沟通。但是随着媒体被附着了种种其他的功能，有了商业利

润，有了意识形态，有了优越感。于是，发展到今天，媒体的最原始的功能反倒越来越难以实现了。《东方时空》很早

就已经提出了“真诚面对观众”的口号，而这要真正落实起来并不容易，毕意媒体高高在上的日子太久，感觉也太好

了。但是，应该看到，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不断进步，让自身尽早走下“神坛”，脱去“英雄”的外衣，恢复平

凡，甘于平凡，变得可以与受众平等对话，是一种必然。一方面，只有放低了身架，保持与观众，与报道和评论对象一

样的视线，平视生活，你才会发现更生动的事实，获得更丰富的信息，你的报道和评论会因此更有血有肉，更人性；一

方面，放下架子才可能与观众进行交流，而不是作居高临下的教导和评判。在有了一种平等与交流的氛围之后，我们的

评论才会具有一种开放性，而不再是强加于人的某种结论性的臆断。这样的评论才能引导观众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独

立思考、自主评判。最终，我们的媒体也才会随之回归到它的原始本意，沟通和联络人与人的情感。当然，一切说来容

易，真正达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从业者必须要时时反省自身，淡漠名利，淡漠诱惑。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我们行吗?  

——毕竟社会在路上，电视新闻评论在路上，我们也还在路上。  

(作者单位：上海电视台新闻中心采访部邮编：200041)  

【责任编辑：姜依文】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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