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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闻报道的核心是事实， 媒体报道时侧重的
应该是对事实的调查与分析， 而不是针对品格作出评价，
现在很多媒体都是重品格而轻事实， 这是新闻摒弃的一种
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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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某媒体一篇新闻的直接引用内容， 这是 一 家 被 曝

光的超市， 看完之后， 大家想想会去评价这家超市：
1.昨日， 夏先生来到超市为自己讨说法。 “对方态度

十分恶劣， 根本不搭理我。”
2.夏先生说与超市客服部一位胡姓经理协商时， 对方

把 自 己 晾 在 一 边 ， “还 指 着 我 的 鼻 子 ， 说 我 少 扯 没 用

的。”
3. “这 事 跟 钱 没 关 系 ， 就 算 800 万 超 市 也 赔 得 起 。”

胡经理坚称， 夏先生受伤与超市无关， 扶梯口帮忙的人也

不是长期设置， “顾客多的时候， 才去帮忙。”
4.随后， 记者表示要见一下超市的负责人或者值班店

长。 这位胡经理称， 自己的工作流程里没有帮助联系上级

的职责， 并扬言店里曾经发生过死人事件， “死人的事也

是我负责， 跟店长都没关系。
5.对于之前超市工作人员对夏先生负责的承诺， 胡经

理表示无需找当时作出承诺的工作人员调查， “就算他说

了也不算， 我说了才算。”
以上内容为新闻报道的直接引用， 看完以上的文字，

我 们 对 这 个 被 媒 体 曝 光 的 超 市 会 有 怎 样 的 一 个 直 观 印 象

呢？ 态度恶劣、 店大欺客、 嚣张无比、 冷漠冷血、 仿佛黑

社会、 专横跋扈。 可能每个人体会的不一样， 但是总体这

个评价大概不会偏离左右。
那么这是发生了什么事， 让超市得到如此评价？ 我们

看 看 新 闻 的 事 实 部 分， 这 部 分 与 上 述 五 条 出 自 同 一 篇 新

闻。
6 月 21 日， 夏 先 生 在 某 超 市 购 物 ， 买 了 很 多 东 西 ，

在超市 3 楼结账后， 推着满载的购物车乘坐超市自动扶梯

下楼， “到了扶梯的出口了， 却出事了。”
夏 先 生 说， 正 要 下 扶 梯 时， 购 物 车 的 前 轮 突 然 “打

横”， 卡在了自动扶梯的凹槽里， 购物车说啥也推不下扶

梯了。
可 是 自 动 扶 梯 仍 在 滚 动 ， 后 面 的 顾 客 却 涌 了 下 来 ，

“那天人还特别多， 我后面的人推着购物车直接撞到了我

的腰上。” 由于惯性， 夏先生的身体又撞在自己的购物车

上。 几 秒 钟 后， 夏 先 生 终 于 将 自 己 卡 住 的 购 物 车 推 下 扶

梯， 却感觉腿特别疼。
挽起裤脚一看， “膝盖以下撞伤了好几处， 流了不少

血， 皮肉都粘在裤子上了。” 在超市的监控录像里， 完整

地记录了夏先生受伤的全过程。
咱们简单地解读一下这个新闻事件： 一个顾客在超市

把 购 物 车 推 在 电 梯 缝 里 了， 被 后 面 顾 客 撞 了 一 下， 受 了

伤， 花了 100 多块钱， 找超市讨说法， 超市建议这位顾客

走法律途径。 那么， 这样一个事实， 与之前我列举的那五

条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它们是出自同一篇新闻。 为什么超

市的态度给读者是这样的呢？ 整体看这条新闻， 我们是不

是可以这么理解： 顾客在超市受伤到超市讨说法， 超市不

赔偿并建议走法律途径， 从而被媒体批评， 继而让读者得

出那些负面评价的结论。 这个新闻事件该怎么赔？ 该走怎

样的程序， 似乎新闻更应该关注， 似乎读者更应该了解，
但是却被负面评价遮盖住了，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新闻

里面， 应该做的是怎么合情合理合法地解决顾客和超市的

纠纷， 但是遗憾的是， 新闻最后演变成对超市的批判上。
这篇新闻也是离开对事实的报道而转向了对超市品格的评

价， 也许媒体不是故意而为之， 但是客观上却起到了这样

的传播效果。
这个新闻报道的核心事实是什么？ 是顾客在商场受伤

的索赔问题， 那么媒体报道时侧重的不是对事实的调查与

分析， 而着重针对了超市的品格， 新闻为什么会这样？ 媒

体应该不应该这样做？
这篇新闻的传播效果是什么样的？ 因为有那些对超市

品格的评价， 使读者忽视了新闻的基本事实， 视线也转移

到对超市的品格评价问题上： 一些读者就顺着新闻的思路

对超市和超市负责人给出负面评价， 而直接影响甚至忽略

对于新闻基本事实的分析和判断。
这个民事纠纷事件的直接事实是超市应该如何赔偿顾

客， 该不该赔偿， 责任怎么划分， 走什么样的程序赔偿，
但是新闻发布后， 这些基本事实都被负面的品格评价所遮

掩， 而 品 格 评 价 事 实 上 与 这 个 新 闻 事 件 本 身 是 没 有 关 联

的， 换句话说， 这件事的事实和超市的责任不会因为超市

的态度好或者不好而发生变化。
品格这一概念具有很强的道德意味， 关涉到某人的道

德品质和是非评价。 新闻作品中如果涉及到品格证据， 不

仅与事实没有关联， 还会转移读者的注意力， 使事件的主

要问题偏离到一些旁道枝节上去， 人们关注的方向发生转

移， 导 致 时 间 的 浪 费 和 不 正 当 偏 见， 时 间 浪 费 倒 问 题 不

大， 但是不正当偏见也就是我所说的负面评价， 这个事情

问题就严重多了。
品格的负面评价是指通过明示或者暗示， 产生负面评

价， 这种评价结论通常来自无经验， 或者倾向， 如果媒体

发布， 那么越是权威的媒体， 受众的倾向性、 认同性越强

烈， 负面结果产生的影响就越大。 以此案为例， 超市的其

他问题比如态度不好， 比如嚣张， 都不是这个超市应该承

担这个事件的理由和证据， 但是却可以误导出， 因为你的

态度， 因为你的表现， 所以， 这件事情， 你就该负责， 所

以超市负责人提出法律途径解决的建议也被批判为推脱和

借口， 因为这是品格负面评价在作怪， 所以才会有如此的

思考思路的方法和结论， 也会导致忽视对整个事件事实的

分析和判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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