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标题    媒介论坛用户名  密码    

媒介动态 传媒产业 传媒经管 传媒经济 传媒环境 广告业 传媒人才 舆论影响 传媒竞争 

新闻与法 新闻业务 新闻学习 新闻理论 新闻史学 新媒体 新闻伦理 传媒调查 媒介批评 

广电世界 新闻教育 媒介人物 大众传播 书店书评 新闻奖 传媒改革 传媒博客 传媒内参 

电视民生新闻评论特色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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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1月1日，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南京零距离》开播，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创办

“民生新闻” 的热潮，各家电视台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时间民生新闻大战如火如荼。仅在南

京市场，就有《南京零距离》、《1860新闻眼》、《直播南京》、《服务到家》、《法制现

场》、《标点》等六档民生新闻栏目拼杀得不亦乐乎。 作为新近出现的一种新闻体裁，民生

新闻目前尚缺乏一个统一的定义，一般的理解为 :从群众的日常生活中采制的新闻，采取平民

的视角，关注平民的生存状态、生活情感，评说百姓的喜怒哀乐、冷暖痛痒，强调新闻与受众

之间的贴近性和互动性，具有极强的亲和力和感染力。从设置上看，民生新闻栏目主要由新闻

加以主持人短小精辟的短评组成。不同于中央台的《新闻调查》、《焦点访谈》、《央视论

坛》，民生新闻的评论不讲求说理的透彻、深刻、广博、权威，而力求短小精悍，富有情趣，

极具个性化。 1994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大型电视评论类节目的开播使得电视评论一时

间炙手可热，这类新闻评论类节目，讲求逻辑的严密性，观点的权威性，评论者正襟危坐，有

板有眼。而2002年元月《南京零距离》的开播，观众首先感觉到原来评论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

光头主持孟非，说起话来歪嘴，对每一条新闻的表达短小精悍，语言诙谐幽默，针砭时弊，麻

辣爽快。 在这个严重同质化的媒介竞争时代，言论立台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南京市一

共有六档民生新闻栏目，但《南京零距离》始终独领风骚，一方面有其率先进入市场的号召

力，另一方面就是南京市民想“看看孟非怎么说这事儿的。”  

  “愤怒青年”:电视民生新闻评论的个性化在彰显人文精神的同时，另一面却是人文精神

的异化。 《第七日》是深受北京观众喜爱的一个新闻述评性节目，主持人元元亲切随和，带

着京味娓娓道来的主持风格是其标志，她充满智慧又不失幽默的点评，成为不少北京人评判身

边大事小情的依据。《南京零距离》的主持人孟非自称是“市民的儿子”，他没有正统播音员

英俊潇洒的外表，但极富同情心和正义感，敢说敢评，“愤怒青年”式的点评也成为其他省市

台民生新闻主持人的克隆对象。 民生新闻以普通百姓为核心角色，以平凡事件为叙述主体，

关心百姓的柴米油盐，冷暖人生，彰显了电视媒体对于普通人深切的人文关怀。正如舆论监督

是“双刃剑”一样，电视民生新闻中凸现的人文精神一方面是媒介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集中体

现，但另一方面，在实践运作中这种人文精神又常常被异化、泛化，产生的负效应也是不可忽

视的。 1.媒体的“越位”。在人文精神的关照下，媒体实施着强大的舆论监督功能，媒介不

自觉地树立起“报青天”的形象。“有事情，找媒体”成了许多媒体的宣传口号。媒体做起了

法官、市政人员，乃至市场管理人员 ,并且对这种角色乐此不疲，经年累月地只是对事情进行

简单的重复的报道，热衷于解决一件两件的投诉，而较少去思考事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以及对

新闻资源进行富有效率的整合。 随之而来的负效应却是媒介功能的异化和权力职能部门功能

的弱化。在我们大力向法治化社会前进的今天，作为重要的社会教化力量，媒介在用道德规范

社会秩序的同时，首先要保证自己不能出轨。 2.新闻的泛娱乐化。民生新闻注重新闻的可看

性、趣味性，迎合普通大众的审美情趣。一方面电视新闻的世俗化倾向彻底抹平了新闻特权和

垄断，大大推动了新闻的多元化和民主化进程 ；但另一方面，新闻内容的庸俗化、媚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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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侃化、游戏化使得媒体常常回避重大的具有社会典型意义的新闻，变得功利、浅薄、世俗，

缺乏职业道德和专业主义精神。新闻的娱乐化常常使媒体忘了道义和立场，和媒介应有的人文

精神背道而驰。3.客观精神的失落。新闻的特质要求媒介全面、中立、平衡地报道有争议的问

题，让人们了解各方面的意见，以便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但在人文关怀精神的感召下，媒体

在报道时更多地带上了感情色彩，不像一个平和的事件叙述者，而是变得容易激动，更像一个

“愤怒青年”，媒介根据自身的价值判断轻则对报道对象指指点点颐指气使，重则媒介审判一

棍子打死，“恶魔”、“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等字眼不时从电视民生新闻栏目的主持人口中

说出。 媒介的舆论监督缺乏“与人为善”的关怀态度，陷入一种狂热偏执的状态，经常处于

激动或是浮躁情绪的状态下，只听信当事人的片面之辞，在没有确切地调查取证之前急不可待

地发出报道或是打着人文关怀的旗号，不问青红皂白对当事人大加挞伐，犀利尖锐却缺乏冷静

细致的思考，对于事态的解决也往往起着火上浇油的负面效果。媒体应该具备人文关怀，但在

这种关怀的背后，警醒着的应是媒介的清醒意识和质疑精神、严谨态度。  

  “奋斗青年”:丧失了犀利的风格，电视民生新闻评论在日趋正统化的背后又能走多远？ 

《南京零距离》开播两年后，观众反映孟非主持风格日渐钝化，评点少了。对此，孟非表示，

现在自己更加注意“多提疑问，少下结论”。孟非认为，主持人应时常提醒自己，尽量避免话

语霸权的产生，“你可以在节目里骂人，但骂的同时是否想过被骂的人并没有平等的机会反

驳，那么评论的公正性何在呢？”孟非认为，主持人需要有质疑的能力，但切忌矫枉过正，把

新闻推向另一个反面。“媒体不能一味地迎合公众对媒体力量和娱乐性的需要，所以现在的节

目里我谨守‘尽量多评论普遍的现象和本质，少批评具体的单位和人’的原则。身为主持人，

我不可能了解每个问题的细节，不是权威的，无所不知的。” 无疑，这是民生新闻主持人在

经历了几年工作后的一些成熟的想法 :主持人控制着话语权，好心之下有可能办坏事；主持人

对于事件的判断是个人的，但是这种个人化的意见在通过大众传媒扩散之后产生的影响却是非

个人化的，尤其是主持人在盛名之下，在拥有高度的信任度之下，更应该谨慎自己的评论。正

如都市报在创办初期，为了尽快打开局面，扩大影响力，时时爆出猛料，尽管很多情况之下，

这些猛料的客观性和真实度值得商榷，但是凭借着一种“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愤青精神”，

好评如潮，迅速地占领市场，发行量和经济效益上去了，但是始终摆脱不了小报的地位。 电

视民生新闻其实是都市报的电视化，电视民生新闻在有意或是无意地重复着当年都市报纸的路

子:创办初期，民生新闻倡导短小精悍、富有人情味、犀利麻辣的小短评，往往只是一句两句

直捣事件矛盾的内核，畅快淋漓，让百姓大呼过瘾。但是，原本这种受广大百姓欢迎的评论形

式，其风格开始日渐不鲜明，主持人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客观，越来越像一个有为的“奋斗青

年”，而受众又是否可以接受民生新闻主持人的这种“转型”？“愤怒青年”纵然有这样那样

的缺点，但套用一句古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民生新闻的评论在丧失了斗志和犀利后，又

能走多远呢？ 评论拥有很大的自由度。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在众多的新闻事件面

前，受众更倾向于倾听他所信任的舆论领袖的看法。倘若丧失了犀利和透彻，那主持人和传统

的播音员也将相差无几，那么民生新闻的特色也就消失殆尽，民生新闻成为明日黄花可能也只

是时间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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