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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从议议程程设设置置角角度度看看央央视视《《你你幸幸福福吗吗》》的的成成功功  
徐  繁 

（湖州师范学院 文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摘  要：央视系列采访“你幸福吗”近期爆红网络，各种“神回复”纷纷出炉，引发一场全民幸福大吐槽。多数媒体从业人员认

为是央视记者人文关怀的缺失，业界学者也纷纷撰文批判。笔者认为，受访者的神回复，是凸显了基层民众话语权缺失环境下的“失

语”心态。有争议才有价值，能引发全民对幸福的思考，这是央视节目议程设置的一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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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中央电视台推出了《走基

层百姓心声》特别调查节目“幸福是什么”连续播出 9 天，共

采访 3500 余人。有媒体在大街上随机寻找采访对象，问“你

幸福吗”，由于提问比较突兀，被受访者误答作“我姓曾”、“我

耳朵不好”等。微博上一些知名博主便据此进行调侃、讥讽，

广大网民也群起而攻，称之“神回答”。批判声、指责声此起

彼伏。多数媒体从业人员认为是央视记者人文关怀的缺失，

业界学者也纷纷撰文批判。笔者认为，有争议才有价值，能

引发基层民众对幸福的思考，《你幸福吗》是真正做到了关注

底层民众的，体现了传媒的人文关怀。这是央视节目议程设

置的一大成功。  

一、市场经济时代是集体失语时代 

（一）“神回复”是基层民众“失语” 

关于“神回复”，网上流传最广的桥段有两个，一个是：“你

幸福吗？”“我姓曾”。另一个则是一位 73 岁捡瓶子吃低保老

人的答非所问：“你幸福吗？”“我听不见”。 

央视走基层的记者们分赴各地采访了包括城市白领、乡

村农民、科研专家、企业工人在内的几千名各行各业的工作

者，采访范围之大，对象基数之大，不少基层民众的分散程

度增强了采访复杂性。正面宣传或有因操作不当，受众对所

接收的新闻信息的不同解读等原因而导致的正面宣传产生负

面效果的现象[1]。笔者认为，受访者的所谓“神回复”，并非像

网友所说——“是表明身份，划清界限的拒绝”，既不是划界

限，也不是刻意的针对。这是基层民众难以融入都市现代公

共文化的体现，是凸显基层民众话语权缺失环境下的“失语”

心态。在我国，农民依然是一个庞大的基层民众群体，他们

大多被社会疏离、孤立、嫌弃、遗忘，而缺乏被认同、认可、

接纳。长久下来，基层民众就会萌生出自我封闭的消极状态，

生怯、自卑、无力感增强，抗拒与外界沟通，从而形成基层

民众的“集体无意识”状态。 

从传媒导向原则来看，《你幸福吗》的成功之处就是在于，

设置了一个“幸福度自查”的议题，将长期陷入“集体无意识”

状态的基层民众拉回幸福议题之中，以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

权威国家级媒体的影响力，一连九天，多方联动造势，形成

巨大的幸福张力网，从议程设置角度看，这是空前的成功。 

网友盲目的批评与指责，大都是带着一种哗众取宠的心

态，其实，对于“幸福”这个舆论导向性的调查，结果其实无

关紧要，能引起受众的反思往往比得到真实可靠的有效数据

更有价值。你幸福吗？这样一整个适合自省的问题，是传媒

对受众幸福观的一个正面引导。你可以直接回答“是”或“否”，

但只要深思，这样的问题会在很多时候让你哑口无言。对于

幸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回答无论幸或不幸，抑或故意调

侃，远要比那些幸福感、幸福指数之类的抽象调查、评比来

得真实。因为，幸福原本就是一个人的主观感受，幸福与否，

旁人很难揣测。有些人，你觉得他什么都拥有肯定很幸福，

但深入了解才发现他们其实很不幸。有些人身处困境，你觉

得他肯定很不幸，但与他促膝谈心才知他其实很幸福。 

（二）片面“吐槽”是新闻人“失语” 

“你幸福吗”之所以引争议，与央视以正面宣传为主的角

色定位有关，如果是自媒体等进行此类“议程设置”，多半会

引起平静的反思，对社会和人生的哲理思考。京华时报特约

评论员吴乔的论述就比较客观：“我们期待科学地对待整体民

众幸福感的调查，以此作为政府造福民众的决策依据，政府

更应及时把握那些普遍影响群众幸福感的问题以根治之。[2]”  

“明星取代模范，美女挤走学者，绯闻顶替事实，娱乐覆

盖文化，低俗代替庄重，”这是经济时代媒介文化的特殊景观。

“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媒体正在堕落。[3]”法国著名社会

心理学家、群众心理学创始人古斯塔夫·勒庞在他的著作里这

样写道：“和政府一样，报纸在群众势力面前也变得卑躬屈膝，

看不到一点立场。”经常关注新闻的朋友常常会有这样的感

悟：但凡有什么大事情发生，往往在掌握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后，我们还是会忍不住去读报，看看报纸怎么说。报纸因为

版面有限，刊登的信息大都经过认真筛选加工，自然要比网

络上那些铺天盖地而来的粗糙信息，更方便为受众所接受。

但是，细心的朋友会发现，一遇到重大事件，各家报纸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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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新闻同质化泛滥成灾，看一份等于几

份都看了。 

“观点少，信息多，新闻少，广告多”，打开电视、广播，

海量信息狂轰滥炸，很多新闻让人看了很乏味，还有些新闻

让人觉得很假，不知道该信谁。新闻人掌握着丰富的信息来

源，应当以其学识和理性担负起引导意见的作用。媒体要想

在传媒大战中脱颖而出，就得拥有让人接受某种观念或学说

的能力，当媒体只能提供信息的时候，他就放弃了自己的地

位，媒体就在受众思想中随波逐流，这就是新闻人的“失语”。 

新闻人的“失语”，给受众带来的不是益处，而是不良印

象和误导，最终导致的将是受众的集体“失语”（不买账），这

样的新闻传播就成了一场自导自演的独角戏。新闻人“失语”，

这本质上是新闻人素质的问题，也是经济时代传媒轻视议程

设置，对重大事件导向把握认识不到位的表现。在这一点上，

荆楚网的宣传导向就让人眼前一亮：总编辑阎思甜在网站成

立之初就把网站报道的发展定位了三个阶段：资讯整合、视

频聚焦、议程设置。成立之初，荆楚网的记者队伍并不多，

现成盈利模式也没有，手段比较缺乏[4]。议程设置是打开媒

介话语权的一个主要手段——荆楚网被湖北省委、省政府赋

予占领阵地、公开政务、引导舆论、发展网络文化的重要使

命。2008年，进入中国报社网站十强、中国新闻网站十强，

在中国商业网站 500 强中位居第 110 位。目前，日访问量突

破 2000万人次。 

二、市场经济时代传媒要重视议程设置 

“受众是越来越难伺候了”，我们经常听到不少媒体同行

发出这样的感叹。有一些地方小报、电视媒体纯粹以“市场”

为导向，片面追求发行量、收视率，不惜自降新闻品格，进

行种种“非常规”报道，而这一切只为了一个目的：最大限度

地盈利。这些“非常规”报道没有把宣传的方向定义在国家利

益与民族精神的大旗上，我们的媒体危机感太大，以至于在

社会各方压力下失语。 

那么，在经济时代“利益至上”狂潮冲击下传媒就真的束

手无策了吗？其实，在正面宣传的“常规报道”通过创造性的

工作，完全可以做到常规新闻出新、出彩，并且能用独特视

角才编出新闻精品，让受众眼前一亮，提升媒体在竞争中的

地位与话语权。 

经济时代优秀媒体应该怎样把握导向呢？这里以笔者最

近在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做新闻时亲历的一个系列报道为例，

来探讨市场经济时代如何让媒体议程设置出新、出彩。 

（一）议程设置 “联动”造势 

近年来，温州瑞安市、乐清市多处白鹭林鸟蛋惨遭黑手，

因为网上传言白鹭蛋的营养丰富，吃了可以大补，有人就把

“黑手”伸向白鹭林——偷鸟蛋。之前当地媒体也曾做过大量

报道，有关部门也严厉打压，但却不能根治，以至于白鹭群

体迁徙。我们当时是在做一个《温州市生态村》的系列报道，

我们便针对性的做了一个这样的选题“救救白鹭，救救黄嘴白

鹭！”为此制定和实施了以下方案： 

第一步，对“偷白鹭蛋”现象及危害程度进行轰炸式报道。

如乐清娄岙村是白鹭、黄嘴白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等鸟

的栖息地。但最近有不少人到山上偷鸟蛋，估计已有近千枚

鸟蛋被偷。记者对此进行采访报道，刊发村民发出的求助口

号，并配发大幅“空白鹭林”的图片，使乐清人和有关部门意

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结果反响很大。 

第二步，媒体联动，邀请当地各大媒体参与报道。记者

与警民合作，加强巡查“抓现行”，并如实报道。记者以白鹭

蛋“大买主”身份联系白鹭蛋供应商，并提前支付相应押金，

当“黑手”偷蛋时，日夜巡逻的民警便成功将其抓获。对此从

民警、村民的合作埋伏、事故处理做文章，增强故事性，又

发人深省。 

第三步，多方联动，继续造势。与乐清绿色志愿者协会

合作，发起“我与环保故事征文”，联合学校，社区进行“保护

环境，齐力护鸟”的环保志愿活动，并对乐清市法院进行采访，

对其说法进行报道，读者也来信支持环保。 

第四步，采访乐清市政府市林业管理局等，由“官方说法”

加大打击力度，解决问题。在前三步已经形成了巨大的舆论

氛围，议程设置就成功了，并对被抓的“偷蛋分子”进行跟踪

报道，其中有好几个“偷蛋者”还积极加入了护鸟队，我们对

此也进行了报道[5]。 

（二）巧换视角 化“硬”为“软” 

笔者曾采写过一篇《盐盆人齐力护鸟 山根村千行白鹭上

青天》的稿子，因为温州市受市场经济冲击较大，文化内涵

显得比较薄弱，把环保生态建设和民风民俗、传统文化联系

起来，显得村子比较有文化、有历史，这样写来比较讨巧。 

“谁知闲凭阑干处，芳草斜晖。水远烟微。一点沧洲白鹭

飞。”大文豪欧阳修的千古名词，描绘了“芳草斜晖”之下人与

白鹭和谐相处的美妙画面。在盐盆街道有一个山根村，由于

生态优美，很多鸟类在此“乐不思蜀”，甚至厌倦漂泊而“落户”

山根村，由此形成了盐盆辖区内最为壮观的一景——白鹭林。

（《乐清日报》2012年 07月 25日 7版） 

以上是报道开头，紧接着在下文讲述了一个“村民联防巡

查抓获偷蛋者”的实事，对偷蛋现象起到了一定的警醒，并采

访医学专家，揭露“白鹭蛋营养论”的荒诞之处。 

按常理，这样的事情，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已经告罄，

但是，我们以媒体的名义和乐清市环保局、乐清市林业局发

动“我与环保故事”征文比赛，并对优秀获奖作品在《乐清日

报》“绿园、居周刊”等专刊予以刊登；对优秀者进行表彰，

表彰方式为园林花卉抵金券、生态旅游、温州市生态村农家

乐之旅等，让广大受众的参与到环保志愿活动中了，巩固环

保效果；对于有亮点的“生态村之旅”，我们也图文并茂的予

以刊发。经过媒体的导向把握，对事情动态进行跟踪报道，

现在乐清几乎再也见不到偷蛋的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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