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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党在当下的媒体中——尤其是新媒体上

甚嚣尘上，打开新闻网页，放眼望去，都

是充满噱头和耸人听闻的标题。不仅新闻如此，

甚至向来以严肃形象示众的评论，也都追逐着标

题党的时尚，标题里充斥着各种活色生香的噱

头。比如一家门户网站某天评论频道中推荐到首

页的评论标题，多半就属于标题党。（见图）

标题党确实在提高新闻点击率和阅读率上

有奇效。同样的新闻，换一个有着惊悚意味的标

题，前后的点击率会有天壤之别。在点击为王的

新媒体语境中，这样的操作手法似乎已成规则，

编辑能做出这种引人眼球的标题，在内部是能获

得奖励的。在笔者看来，违反了新闻伦理和专业

要求的标题党，不是媒体的救星，而是一种新闻

毒瘤，它制造着假新闻，并恶化着舆论和传播生

态，透支着媒体的公信力。

当点开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却看到新闻

内容与标题毫无关系 ；当一个为了吸引眼球而

断章取义的噱头，在故意的误读中给新闻当事

【“标题党”现象笔谈之二】

标题党不是媒体救星，
而是新闻毒瘤

□	曹　林

人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困扰，在误导中让读者感

受到了欺骗后，可想而知，读者会多么地厌恶

这样的媒体。在“聋子听哑巴说瞎子看到鬼了”

的浮躁语境下，人们的眼球很容易被欺骗，但

人们心中的是非判断不会那么容易被标题党牵

着鼻子走。

标题党的五种表现

标题党让人眼花缭乱，盘点一下，主要有

以下几种手法。

其一，以标签化制造伪冲突，消费公众情绪。

比如 2009 年 8 月杭州发生了一起酒后驾车撞死

人的悲剧。事发当晚，魏某驾驶的保时捷越野车

在市区行驶时，撞上横穿道路的少女马芳芳，马

经医院抢救无效身亡。魏某系某企业经理，马芳

芳是某饭店服务员，警方已确认魏某系酒后驾车。

因为魏某开的是一辆昂贵的保时捷越野车，

死者是一外来打工妹，跟同城曾经发生过的胡

斌案（又被称为“70 码”事件）一样，驾车者

的身份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媒体报道强

调，时年 29 岁的魏某是杭州某公司的市场部经

理，车主系其父，也是该公司的法人代表兼董事

长。新闻这样交待身份并没有问题，但我不喜欢

一些媒体在标题中刻意渲染这种身份，比如在大

标题中强调“杭州保时捷撞死人案司机父亲为董

事长”。像在胡斌案中刻意强调胡斌的“富二代”

身份一样，这是在迎合社会的某种情绪，渲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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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断裂，并营造一种对抗

的氛围，把一场酒后驾车引

发的交通事故描述成一场贫

富对抗、强弱对立、社会断

裂的标志事件。

这样刻意强调身份的新

闻渲染是很可怕的。胡斌案

中就表现得淋漓尽致，回想

一下当初某些媒体的标题 ：富二代阔少飙车撞死

大学生——这样的描述多么让人血脉贲张，多么

让人愤怒，多么强烈地刺激着公众本就很敏感的

贫富神经，在斑马线上营造了一个多么可怕的贫

富对抗、强弱对立场景。可实际上，谭卓已毕业

工作多年，早不是大学生，而胡斌才是杭州某大

学的在读大学生。如果根据实际身份把这样的描

述转换为“在读大学生开车撞死公司白领”，舆

论肯定又是另外一种反应和情绪，可见这种身份

标签的悖谬。

其二，根据自己的想像，编造新闻中并不

存在的内容。举个例子，2012 年 7 月，某网络

的新闻窗口曾经弹出这样一条新闻 ：《郭伯雄 ：

今年或有大事	解放军听主席指挥》（见图）。

这样的标题很有点儿耸人听闻。到底会有

什么大事呢？点开新闻看，并没有找到郭伯雄

有“今年或有大事”的描述，新闻的核心内容

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

雄 17 日在与国防大学第十二期战略班学员座谈

时强调，确保部队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

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听从党中央、

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指挥。要坚持依法治军、从严

治军，深刻认识今年防范重大安全问题的特殊重

要意义，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采取具体有效的

措施，实施及时有力的督导，始终盯着问题和薄

弱环节做工作，把安全稳定工作要求落到实处，

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当前尤其要

防范因自然灾害引发重大安全问题，科学规避灾

害，防止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装备损失。要有效

履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职责，扎实做好各项准

备，确保一旦有事能一声令下，迅即行动，坚决

完成任务。

忠实于讲话去报道和做标题，可能比较难

吸引读者的点击，于是媒体制造了“今年或有大

事”这种噱头。

其三，制造低俗的噱头，刻意误导公众。

比如，笔者在某网站看到过一条信息，题目非常

让人想入非非，叫做《揭秘 ：朝鲜女人为什么不

穿裤子？》——怎么可能呢？这似乎跟我们的常

识完全相悖，怎么可能不穿裤子呢？

点开报道，才知道事实是这样 ：你知道朝

鲜的女子每天都穿什么吗？肯定不知道吧！让

我来揭秘吧！她们一年四季基本都穿裙子，不是

因为她们时尚和开放而是因为她们的崇拜和信

念。金日成曾经说过 ：“裤子是男人穿的。”所以

在朝鲜，无论春夏秋冬，朝鲜妇女都会响应领袖

号召，坚决只穿裙子，当然，在隆冬季节，聪明

的女同志会在长长的朝鲜大裙子里边穿上棉裤

以抵御严寒。

原来如此，为什么不穿裤子？因为穿的是

裙子。貌似脑袋急转弯，打了个擦边球，其实就

是利用文字游戏制造低俗的噱头，刻意误导读者

往情色方面去想，把读者往“坑”里带。

其四，断章取义，放大某一个不起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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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作者的原意。当年的瓮安事件震惊中外，《中

国青年报》记者深入当地采访官员和群众，探寻

那起严重的打砸抢烧事件后当地治理生态的重

建，写出了深度调查《曾让瓮安不安的小镇救

赎之路》，忠实反映一个小镇反思中的救赎之路。

没想到，报道刊发后网站转载时标题被篡改成了

耸人听闻的《瓮安官员称黑社会是政府养大的》。

这一标题完全扭曲了文章的意思，报道通篇写的

都是一种浴火重生后的变化，只是谈到当年黑恶

势力形成时，当地一位官员反思说 ：从某种意义

上讲，黑恶势力是我们政府养大的——没想到这

句话被无良编辑割裂语境、无视文意地单拎了出

来，加粗加黑做成了耸动性标题。

在这个缺乏耐心、浮躁轻率的浅阅读时代，

在标题的误导下，很少有人再去细读报道原文，

网众情绪轻易就被标题煽动起来，习惯性地将矛

头指向了政府和官员，谩骂如暴风雨般涌向当地

官员。于是，一篇反思瓮安事件、反映政府重建

公信努力的深度报道，在标题被腾讯网无良编辑

篡改后，沦为网站一次消费公众情绪、拉升点击

率的机会。当然，这样的反应正是网编所期待的

效果，可这是出乎记者意料之外的，更是接受采

访的瓮安官方所始料不及的，同事打电话让相关

网站的编辑改掉这一扭曲报道、刺激民愤的黄色

标题，没想到网编们一个比一个霸道，刻意刁难，

就是不改。

同事遭遇黄色标题党的愤慨，笔者也深有

体会，而且相信每个采写新闻的人都有切肤之

痛。前段时间，《人民日报》发了篇评论反思当

下中国社会的极端主义，笔者写了一篇评论呼应

并延伸了这一极富现实意义的话题，题目为《批

判极端主义，也要反思现实土壤》。没想到某网

站在转载这一评论时题目被做成了挑动性、起

哄性的《中青报驳某些媒体 ：极端是因权力被垄

断》，并列的标题是《人民日报昨日发文 ：民众

应摈弃狭隘极端主义	客观看待腐败》——这样

的标题，是对两家报纸评论的双重扭曲，用政治

斗争的思维看待不同观点和误导公众，篡改评论

观点，刻意营造冲突，消费公众情绪。

其五，以伪议题设置话语陷阱。网上有个

段子，很有意思，编派的是前国足球员郝海东先

生 ：

郝海东在昆明机场刚下飞机，就有记者对

他发问 ：“请问你对三陪小姐有什么看法？”郝

海东没有被记者牵着鼻子走，反问 ：“这里居然

还有三陪小姐吗？”次日报纸头条新闻的标题就

是 ：千里迢迢，海东今日飞抵本地。心急火燎，

脱口便问三陪小姐。

第二次，又有记者采访郝海东 ：“请问你对

三陪小姐有什么看法？”郝海东学乖了 ：“对不

起，我对三陪小姐不感兴趣。”转天的报纸大标

题是 ：“见多识广，海东夜间娱乐要求高。不屑

一顾，本地三陪小姐遭冷遇。”

第三次，记者居然还是就此发问 ：“请问你

对三陪小姐有什么看法？”郝海东回答得非常干

脆 ：“我对三陪根本不感兴趣！”没有想到，报

纸上的标题更不像话 ：“欲海无边，海东三陪已

难满足。得寸进尺，四陪五陪才能过瘾！”

第四次的时候，各媒体郝海东与三陪的题

材比比皆是，面对记者发问，郝海东一言不发。

报纸的标题依然引人眼球 ：“面对三陪问题，郝

海东无言以对！”

第五天，记者问同样关于三陪的问题，郝

海东终于急了 ：“你们要再问关于三陪的问题，

我就去告你们！”于是，报纸上的题目顺理成章

地写道 ：“郝海东一怒为三陪！”

郝海东忍无可忍，把所有刊登他与三陪新

闻的报纸都告上法庭，他想事情总可以得到解决

了。没想到报纸的标题无动于衷 ：“法庭将公开

审理郝海东三陪小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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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段子，现实中却有无数类似的标题党，

以伪议题设置话语陷阱，一旦进入他们的“议题

陷阱”，就被议题紧紧捆绑在一起无法摆脱，甩

不掉那个污名的议题。所以很多名人面对记者采

访时干脆一言不发，担心掉进记者设置的标题坑

里。

从一条假新闻的出笼流程看标题党之害

曾在某网站看到一条让人感觉很怪异、很

荒唐的新闻标题 ：《全国妇联划定剩男剩女标准 ：

男 30 岁，女 27 岁》——看到这个标题，笔者的

第一感觉是 ：全国妇联怎么会这么无聊，这不是

招骂吗？剩男剩女本就是很模糊、很有争议的概

念，很大程度上只是民间的恶搞，妇联这么严肃

和权威的机构，怎么会就这样一个很不严肃的概

念划定年龄标准？如果妇联真划了这个标准，一

定会招来如潮的批评声，不仅是来自那些剩男剩

女。

点开网络新闻，细看后才知道，又是标题党

在误导读者。人家全国妇联压根没有划这个标准，

甚至根本没提剩男剩女。新闻是这样说的 ：全国

妇联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婚

介行业委员会和百合网联合发布《2010 中国人婚

恋状况调查报告》——全国妇联一直没有出现，

所有新闻内容都来自这个妇联下属的研究会所作

的调查。这个调查也没有提到剩男剩女，只是提

到 ：超九成男性认为女性应在 27 岁前结婚，超

五成女性认为男性最佳结婚年龄是 28~30 岁。

这只是一个婚恋调查所提及的年轻人的择

偶态度，调查者只是将年轻人对“男女多大年龄

前应结婚”的态度公布出来了，怎么就成了“全

国妇联划定剩男剩女标准”？显然，这个标题所

传播的假消息，完全是网络标题党制造。笔者查

了一下这条新闻的源发地《重庆晚报》，原标题

是 ：妇联机构全国调查，给出剩男剩女定义。纸

媒的这个标题本就不靠谱，难怪到网络标题党那

里就越做越离谱了。

新闻网站之间都是互相转载新闻，已经查

不到《全国妇联划定剩男剩女标准》这个标题是

哪个网站首发的了，只看到各大网站都在以这样

吸引眼球和充满争议的标题转载着这条新闻。而

标题，也已经在微博上转发和传播，许多微博都

在以“全国妇联划定剩男剩女标准 ：男 30 岁女

27 岁”的题目传播着这条新闻，微博由于字数

很少，无法呈现新闻全貌，一般都仅仅转发个标

题，让人感觉全国妇联真划定了这么无聊和招骂

的剩男剩女标准。

不仅一些匿名的网友在转发，一些身份被

认证的博主也在不加质疑地转发，一些传统纸媒

的微博也在转这个标题。标题党确实可恶，可这

些微博的主人，为什么在转发这条新闻时，不稍

微看看新闻内容呢？稍微谨慎点都不至于把这

个标题党制造的假消息传出去。可是，在这个浮

躁的年代里，很少有人愿意冷静地看看新闻，多

是看到这条充满刺激的标题就极其亢奋地将消

息转发出去了 ：天哪，全国妇联竟然给剩男剩女

划定年龄标准了！

据笔者所知，以前纸媒和时评家已经犯过

无数次这样的错误。纸媒编辑不用脑子，看到网

上充满争议和猎奇的新闻就不加质疑和核实地

转载，一些时评家，也是不辨真假，看到那些挑

逗着他们批判冲动的标题，根本没有耐心去细读

新闻，先批评起来再说。

新媒体时代，许多假新闻的传播链条就是

这样的 ：网络标题是造假的源头，为了吸引眼球

而在标题中制造了假消息，微博主和论坛网友根

本没耐心去看新闻内容，看到标题就转走了。转

来转去，最后只剩下了新闻标题，一些微博主和

网友再添油加醋一番，假消息就越传越玄。第二

天纸媒不加核实地转载了那个标题党假新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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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时评家的狂轰滥炸，就越传越像真的了。在这

个过程中，没有几个人愿意核实内容，没有几个

人愿意读读标题之下的内容，大家在假新闻所映

照出的镜像中亢奋无比，兴奋地在传播、转发和

添油加醋中消费着假新闻的刺激和荒诞，他们是

很快达到高潮了，可假消息泛滥成灾，公共空间

一片狼藉，媒体公信力、微博公信力就这样在类

似的假新闻中不断耗散。

标题党可以这样做新闻标题吗？据说，这

样的操作手法在新闻网站已成规则。这是一种扭

曲变态的规范。标题当然不能这么做，因为新闻

标题并不独立于新闻报道的元素，它也是新闻报

道的一部分，是对新闻报道内容的提炼，一般是

将新闻中最精彩、最有新闻价值的内容提炼到标

题，可以做得直观和形象，可以花哨，但绝不能

将新闻中没有的、虚假的信息做到标题中去。有

人认为，只要内容不造假，标题假一点儿没事，

其实严格来说，标题党在新闻标题中造假，那也

是假新闻。

标题党透支媒体公信力

这样的黄色标题，是当下新闻界的一颗毒

瘤——它既制造着假新闻，误导着公众，以饮鸩

止渴的方式损害着网络媒体的公信力，还破坏着

网媒与纸媒、网络编辑与传统媒体记者的合作关

系，更以“惟恐新闻不刺激，惟恐冲突不激烈”

的嗜血偏好加剧着社会的冲突。

作为一个纸媒从业者，笔者并不认为网络

新闻编辑只是一个新闻搬运工和信息抓取机器，

不认为网络媒体在转载新闻时必须忠实于原标

题，而认同其转载的过程有标题的编辑权。不得

不承认，网络编辑有时做的标题会比纸媒编辑更

好，因为网络编辑与读者的距离更近，即时的网

络回应会迫使网编更敏锐地把握读者的兴奋点

和新闻的价值点，点击考评压力下更能做出绝妙

的标题。但转载毕竟只是转载，网络对标题的编

辑权是有限的，必须忠实于新闻报道原文，不能

无中生有捏造不存在的观点，不能断章取义放大

不合作者原意的信息，不能为了点击率而渲染和

夸大冲突，不能为了迎合某种低级趣味而制造低

俗的噱头。必须在读懂原文、理解报道的基础上

对标题进行再创作，而不能凌驾于作者和报道之

上，滥用转载时的编辑权。缺乏文字理解能力的

话，就忠实地做一个新闻搬运工和信息抓取机

器，不自作聪明，不想当然，不画蛇添足，这种

不作为也是网编的一种职业伦理。

可是，这些基本的新闻职业伦理尚未成为

网编的共识。传统媒体经过这么多年的积淀，自

上而下从编辑到记者，已经有了一套严格的职业

规范，而网络媒体在中国发展的这些年中，尚未

建立起一套职业规范。没有规范，就没有底线，

没有底线，很多时候就会走向不要脸。网站的点

击和经营压力下，考评机制甚至纵容编辑做这种

耸人听闻的黄色标题，鼓励着网编的低俗化、轻

浮化、小报化、嗜血化。加上当下新媒体发展的

强势（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传统媒体面对网

络的冲击缺乏平等的话语权，这种不均衡的博弈

结构，加剧着网络在转载中对传统媒体权利的肆

意侵犯。面对网媒“小偷”般的转载和“强盗”

般的篡改标题，纸媒敢怒敢言却拿它没有办法。

说这种黄色标题是新闻毒瘤，一点也不夸张。

其一，它制造着假新闻。标题党喜欢诡辩称假标

题不是假新闻，正如笔者前文所述，标题是新闻

的一部分，标题捏造了并不存在的信息，当然也

是假新闻。而断章取义的夸大，则为假新闻的传

播滋生了土壤 ；其二，误导着公众。不要辩称新

闻原文没有变化，公众只读标题的浮躁传播语境

中，是很容易被标题牵着鼻子走的 ；其三，破坏

着网媒与纸媒的合作关系。本来，网媒与纸媒的

良性合作、优势互补可以助推舆论监督，纸媒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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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新闻，网媒扩大影响，纸媒继续跟进，可网媒

为了点击私利而扭曲纸媒报道，则使合作遇到了

巨大障碍 ；最重要的是，网络黄色标题党的这种

“惟恐冲突不激烈，篡改标题挑情绪”的嗜血思维

和起哄习惯，纯粹是在消费网络的民粹情绪和阶

层冲突，利用公众的某种不满情绪赢利，这样的

标题只会向本就充满暴戾之气的社会输入更多的

暴戾，更多的情绪化，更多的仇恨和对抗。

黄色标题党的毒瘤危害新闻界，网媒网编

如不自律，总会自食苦果的。

当然，泛滥的标题党也考验着公众的辨别

力，一事当前，必须先问真假，再说是非，最后

谈论其利害。这是一个不可被颠倒的价值次序。

可在浅阅读时代，这样的次序常被颠倒，微博上

的那些不加质疑的转发者，轻易就被标题党所设

置的娱乐魔弹所击中了，轻易进入了网络标题的

逻辑中，只读标题，喜好冲突，不喜欢核实真假，

于是就疯狂地转发。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转

发率越高，一些网媒的编辑就越热衷于制造类似

标题。

笔者一直以为，题好一半文，标题的制作

上当然应该费心思，在《时评写作十讲》中就标

题的制作笔者提出了四个原则 ：其一，最大亮点

原则，标题要把文章中最大的亮点提炼出来，吸

引读者，或者是核心观点，或者是核心信息，或

者是其他能够吸引人的亮点；其二，冲突性原则，

新闻叙述的是有冲突性的信息，评论评的是有争

议的事实，读者喜好消费冲突，编辑要将文章中

的冲突性展现在标题中 ；其三，文题互补原则，

文章本身比较平淡，可以做一些花哨点的标题，

文章观点本身很尖锐，有可能对读者造成冒犯或

有某种风险，有必要做一些平淡的标题化解尖锐

和犀利给读者带来的不舒服 ；其四，14 字原则，

为了读者的阅读和理解方便，为了文章的表达效

率，不可让标题承载过多的元素，最好不超过

14 个字。

无论是“最大亮点原则”，还是“冲突性原

则”，标题都必须忠实于新闻内容，标题是为文

章内容服务的，不可臆造文章不存在的内容。标

题党与好编辑的区别就在于此，这也是不可逾越

的一个边界。■

( 作者系《中国青年报》评论部副主任 )

美国《新闻周刊》发行最后

一期纸质版

12 月 24 日，美国《新闻

周刊》发布最后一期印刷版

杂志封面，该刊为期 80 年的

纸质发行史就此终结。2013

年 1 月，《新闻周刊》的电

子版《环球新闻周刊》将出

现在读者的 iPad、Kindle 或

iPhone 上。

该刊姊妹网站 The	Daily	

Beast 上，《新闻周刊》野兽

新闻公司创始人兼总编蒂娜·

布朗（Tina	Brown）撰文表示，

结束纸质版的发行是个艰难

时刻，但他们必须让赋予这

本杂志灵魂的新闻报道延续

下去，并且拥抱全数字时代。

该刊以《走向新征程》

为标题的社论如此写道 ：“有

时候，改变未必是好事，但

却是不得已。走过两年喧嚣

的旅程，他们最终决定逃离

印刷领域并跨入数字媒体化

时代。”

2010 年《新闻周刊》以

1 美元的价格被传媒大亨西德

尼·哈曼收购，希望借此实

现重振。不过一系列不利因

素摧毁了重振之梦，比如高昂

的印刷和发行成本、缺乏发行

规模、读者阅读新闻的方式发

生不可逆转的变化等。■（《南

方日报》2012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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