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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环境下城市电视新闻如何引导公众舆论

——以“救助小鲍林”为例

□ 徐  强

【摘  要】全媒体环境导致电视媒体的传统优势遭遇严峻挑战，城市电视媒体必须根据城市和城市受众的特

性，抛弃固有的优越感，学习借鉴新媒体传播理念，同时进一步在真实性、公正性和权威性上下工夫，重新塑造社

会信任，并利用自己的组织策划能力，成为媒体联动和新闻行动的平台，营造出强有力的主流舆论场，形成舆论引

导的合力。

【关键词】全媒体环境；电视新闻；公众舆论

对于传媒来说，这是一个众神狂欢

的时代，也是一个群雄竞起的时代，这

是一个各显身手的时代，也是一个残酷

竞争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受

众成了最幸福的人，他们可以在各种传

媒造就的信息海洋中自由航行；但受众

也成了最不幸的人，在信息的汪洋大海

中，他们会遭遇截然相反的洋流，无法

判断正确的航向，甚至因此心生恐惧，

怀疑一切。用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

话来形容：“这是最美好的时代，也是

最糟糕的时代”。但是美好和糟糕都是

相对的，在传统媒体的优势遭遇挑战，

新媒体的权威尚未确立的时候，电视媒

体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而应该以高度

的责任感主动引导舆论，在全媒体环境

下构建属于自己的舆论高地，创造属于

自己的美好时代。

放下架子，抛弃电视优越感

中国媒体与生俱来的喉舌属性，

带来了与生俱来的优越感，造成了受众

仰视和媒体俯视的局面，受众很少质疑

新闻的真实性和媒体的权威性。自上

世纪80年代以来，电视逐渐取代报纸、

广播，成了受众的宠儿，电视观众远远

多于报纸读者和广播听众，在报纸和广

播相继感受到生存危机的时候，电视一

枝独秀，这边风景独好，电视的优越感

因而更加强烈。然而时移世易，电视虽

然盛极一时，但电视所能独享的好时光

甚至还比不上报纸和广播的黄金期，就

遭遇到了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强烈挑战。

新媒体所带来的最主要最深刻的影响，

不在于海量的信息和快速的传输，而是

“消减了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的界限，

彻底改变了单向度传播模式，使我国进

入双向传播时代，而解构主义的兴起与

媒介技术的发展则共同掀起了一场反偶

像运动。”①在单向传播时代，传统媒

体所报道的正面人物很容易就成为受众

崇拜的偶像，反面人物很容易就成为受

众批评的对象，甚至可以认为，传统媒

体本身即是偶像。而当新媒体以“草

根”的形象出现，就颠覆了受众的传统

认知和社会的期望，传统媒体精心塑造

的偶像有可能在新媒体的解构中土崩瓦

解，传统媒体因而被迫“走下神坛”，

在全媒体的格局中重新找回自我。常熟

电视台在面对“救助小鲍林”这样一个

新闻事件时，就充分感受到了媒体权威

消减所带来的挑战，也从中得到了诸多

启示。

常熟有个三岁的孩子叫鲍林，身

患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由于家庭贫

困，一直没能进行手术，还引发了脑脓

肿等并发症，生命垂危，孩子的父母不

得已向常熟电视台民生新闻栏目《今日

传播》求助。鲍林要完全治愈心脏病和

脑脓肿，总计需要十万元，于是栏目为

鲍林呼吁。一家大企业闻讯后在职工中

开展自愿募捐，仅半天时间就筹得善款

七万元，这笔善款将择日和其他社会捐

款一起交给鲍林父母。《今日传播》当

晚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了观众。然而

节目播出之后却风云突变，常熟一个

著名的网络论坛上有人发帖爆料，称

鲍林的父亲鲍德明在常熟服装城拥有

两个商铺，贫穷完全是伪装。这篇帖子

一出现，跟帖数就呈现爆炸性增长，有

网友回帖称：“唉！恬不知耻啊！”

“强奸感情，以后谁还会去捐？”也有

人对帖子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楼主

啊，你调查过了吗？”而跟帖者中又

有人爆料，鲍林是鲍德明和小三生的

孩子，甚至还有跟帖说鲍德明有过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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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记录。常熟的众多网民在网络论坛

和微博上分成截然不同的两派，针锋

相对争吵起来。网络争吵迅速蔓延到

了社会上，捐款企业的职工之间也仿

佛炸开了锅。企业工会为避免引起麻

烦，将七万元捐款转交给常熟市慈善

总会，不再定向用到鲍林身上。

七万元捐款被一个网帖打飞，为

鲍林治病筹款的其他活动也全部陷于

停顿，电视新闻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成了

一个城市讨论的热点，这是常熟电视媒

体从未遇到过的严峻挑战。在这样的质

疑和挑战面前，电视实际已呈弱势，舆

论冲突已经形成，倘若电视仍然高高在

上，端着所谓“主流”的架子，对舆论

热点爱理不理，其结果只能为观众所抛

弃，而要重新赢回观众，消弭舆论冲

突，形成城市共识，电视媒体和电视人

首先必须抛弃唯我独尊的优越感，把自

己放到和新媒体平等的状态之中，老老

实实地正面回应社会上的所有质疑。

俯下身子，重塑社会信任度

网络等新媒体自诞生之日起，便陷

入流言和谣言泛滥的怪圈，从技术上来

说，一般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信息发

布渠道多元，信息来源难辨真伪；二是

新媒体缺少把关人，盲目求新求快，导

致大量未经证实的信息公开传播；三是

部分新媒体为了自身商业利益，故意为虚

假信息的传播推波助澜。但从流言、谣言

产生的社会基础来看，经济高速发展期和

社会快速转型期的利益冲突，政府和传统

媒体在不少热点问题引导上的缺位和滞

后，才使得新媒体在快速传输民间声音的

同时，成了流言和谣言附着的温床。值得

深思的是，很多受众明明知道新媒体的信

息未必可靠，可是一旦面对突发事件或热

点问题，还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去寻找、传

播迥异于传统媒体的声音。“大众传播媒

介的可信度直接影响着社会信任的程度，

在一个大众传播媒介都不具有可信度的社

会，要谈论社会的相互信任，显然是无

稽之谈。”②所以，重塑电视新闻的可信

度，便是在一定程度上重塑社会的信任。

唯有真实和公正才能成为信任的

基石。面对信任危机，电视媒体必须

俯下身子，极力发现真相。所谓俯下身

子，有两层含义，一是尽量贴近事实，

极力探寻真相，而且必须发现真相背后

的事实，解析真相背后的信息，才能让

真相得到有力的支撑；二是电视媒体要

低下高傲的头颅，虚心向新媒体学习，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人肉

搜索是新媒体的一招“杀手锏”，新

媒体依靠人肉搜索，能够形成信息优

势，通过海量的信息碎片拼合成事实

的原图，而网民在参与“拼图”的过

程中得到极大的满足。但是人肉搜索

的负面作用很大，新媒体对所谓真相

的追寻往往无休无止，经常失控，侵

犯隐私、伤害无辜的事件时有发生，

因此人肉搜索也被称为最恐怖的社会

搜索。面对流言，电视媒体可以借鉴

人肉搜索的方法迅速全面地还原事实

真相，同时，又能在可控的范围内让

观众同样享受到“拼图”的快感。

常熟电视台在调查鲍林一家的情况

时，借鉴了新媒体的搜索理念，又严格

按照“快准稳”的原则进行操作，让观

众自己通过“拼图”还原了真相，迅速

终结了网络流言。所谓“快”，就是电

视媒体要在第一时间就对公众质疑进行

调查和回应，网络流言是呈爆炸式增长

的，真相滞后一天公布，流言就可能增

加十几倍、几十倍。尽管在呼吁救助鲍

林前，记者已经对鲍林一家的情况做过

调查，但是当流言一出现，记者就跟鲍

林父母取得了联系，告知了有关情况和

可能产生的后果，并告诉他们，要接受

社会的救助，就要经得起社会的质疑。

鲍林的父母打消了顾虑，欣然再次接受

调查。所谓“准”，就是事实准确，真

相明确。网帖和博客质疑什么，电视就

调查什么，而且在伦理、道德和法律许

可的框架内一查到底，不留死角。记者

先后走访了鲍德明老家、现在居住的社

区、工作单位、工商局、人口计生委、

公安局，甚至采访到了鲍德明前妻，通

过大量的实际画面和采访，让观众自己

勾勒出了鲍德明的社会模样——出身农

村，家境困难，经商失败，变卖房产、

夫妻离异、一身债务，确实没有商铺。

他离异后再婚生子，也完全符合法律规

定。所谓“稳”，就是调查要彻底，但

要掌控报道分寸，比如对鲍德明前妻的

采访，就选择了侧面的拍摄角度，隐去

了姓名，既报道了事实，又保护了采访

对象的隐私，避免干扰其现在的生活。

在强有力的证据面前，真相变得清晰，

网络论坛上和社会上的争论戛然而止。

网友纷纷呼吁，不要再用谣言伤害这个

可怜的家庭，救救孩子。“在这种情况

下，新闻媒体应适当推出一些谣言引发

的负面影响的报道，以激发网民的道德

意识，从而促使其在未来的传播活动

中，能够更为理性地对待谣言，避免在

毫无鉴别的情况下传播谣言或发表不负

责任的评论。”③

搭起台子，营造主流舆论场

虽然信息传播渠道不同，公众意

见内容各异，但是所有的信息和意见总

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交往关系中产生

的，人们创造舆论环境，同时也时刻身

处在舆论环境当中。“这使社会舆论和

公众社会融合在一起，对人的社会性起

到驯化作用。”④在全媒体环境下，电

视新闻在信息数量和传播速度上均失去

了原有的优势，那就应该在发表意见上

下工夫，调动一切能够调动的手段，凸

显自身的主流引导作用。新闻界的舆论

合力构成了社会意见共鸣，一种意见一

旦被多家媒体坚持不懈扩散，就可能造

成一定的舆论声势，在人们的思想深处

形成观念的合力。而电视由于声画因素

的直观性，一旦公众确认了电视新闻的

真实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就会巩固这

种观念，自觉置身于舆论场当中，主动

接受舆论引导。电视媒体是成熟媒体，

具有强大的报道策划和议程设置能力。

在全媒体环境下，电视完全有条件整合

各种传播资源，搭起台子唱大戏，通过

议程设置牢牢地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

常熟电视台在为鲍林一家迅速辟谣后，

立即启动了媒体联动和新闻行动，使新

闻舆论形成合力，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主

流舆论场，让公众置身其中，潜移默化

地受到影响。

（一）媒体联动，促成舆论融合。

在化学语境中，融合指不同的物质连为

一体，但物质的性状得以保持。在媒介

生态环境中，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并不是

水火不容的关系，而是在相当长的时期

内共生共存共荣。电视媒体可以利用自

己的优势，和新媒体开展联动，促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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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2页）以一种标准的价位出售

给了广告商，一段段的广告，就是这样

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一打报纸成了我们

打发时间的工具，而在我们购买报纸的

那一刻，我们就已经与那些企图“赚取

利益”的广告商和大众媒体打上了交道。

四、中国的社会进程：消费已经端

倪尽现

消费社会是一种以消费主导的社

会状态，首先，消费社会要物质相当丰

裕。其次，消费社会是个个体拥有消费

能力的社会。最后，消费社会是个消

费主义盛行的社会。⒁那么，中国目前

很显然还没有完全具备这样的条件，有

人说：“中国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才刚

刚开始，在这个征程中，最缺的不是资

金，也不是技术，而是严格的制度与法

律。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中国就很难

出现消费型社会。”⒂波德里亚的《消

费社会》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批判

式理论。而其提出的消费理念却是值得

借鉴。在中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

车之一就是“消费”，扩大内需，提高

群众的消费能力，已经成为关系国民经

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在郑也夫的《后

物欲时代的来临》中，很显然，他正是

借用了波德里亚的这种思想和理论，将

中国的现状归入了一种中国式的“消费

社会”。

五、结语

波德里亚并没有对消费社会提出

一种理性的应对方式，而是宿命式地认

为应该顺其自然。如果说是波德里亚的

无奈，倒不如说是他的机智，或者将这

个命题推给后人来作答。恰如波德里亚

在书中所说的那样，“激情可以理解为

对一个完整的人或某种被当作人的物品

的具体关系。他要求全身心投入并具有

一种强烈的象征价值。”波德里亚对于

消费社会的洞悉和阐释是一种充满“激

情”的“全身心的投入”，以致其书一

出，便振聋发聩。
注  释

① 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有人翻译为鲍德里

亚、博德里亚等。

② 陈力丹,陆亨.鲍德里亚的后现代传媒及其对当代中国

传媒的启示——纪念鲍德里亚[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3)

③ [英]尼克·斯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M].商务印书

馆,2005

④⑤⑦ 高亚春.符号与象征——波德里亚消费社会批判

理论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7

⑥ 殷晓蓉.传播学思想的“激情”演进——从传播学角

度解读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J].新闻记者,2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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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⑨ 郑也夫.后物欲时代的来临[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⑩ [法]让·波德里亚.物体系[M].林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1

⑾ 郑也夫.后物欲时代的来临[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⒁ 王章佩.消费社会中的丰盛与贫困断裂—— 一种现代

的视角[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1)

⒂ 贺军.中国转向消费社会最缺什么[EB/OL] .凤凰

网,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fhzl/20100715/2411182.shtml

（作者王雪桦：河南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讲师）

同舆论圈的交融和不同舆论的同化。常

熟电视台在为鲍林一家辟谣后，在电视

台自己的网站开设了专栏，并迅速开通

了微博和QQ群，在微博上和QQ群中抛

出话题开展民意调查和讨论：如果网络

谣言伤害了你，你该怎么办？你认为该

不该救助鲍林？由于网民有各自不同的

网上社会圈，一个网民“围观”一条微

博或加入一个QQ群，就可能带动更多

的网上社群关注同一个话题。很快，关

于如何正确看待网络流言，如何帮助鲍

林一家成了城市的热点话题，公众在讨

论中形成了共识。“与新媒体的融合联

动，是主流媒体提升社会热点事件舆论

引导力的重要途径，也是传播格局发展

的新趋势。”⑤

（二）新闻行动，促成舆论聚合。

在化学语境下，聚合指小分子通过连接

变成一种新的材料高分子。电视媒体具

有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围

绕社会热点策划新闻行动，以新闻行动

影响其它媒体，整合引导公众舆论，让

舆论小分子变成舆论高分子，应是全媒

体环境下舆论引导的题中之义。对鲍林

的情况进行充分讨论后，常熟电视台

决定顺势举办专场募捐，并且提出了一

个响亮的口号“筹齐十万元，大家救鲍

林”。从同一刻开始，常熟所有公交车

和出租车的信息显示屏上，都显示出了

“筹齐十万元，大家救鲍林”的爱心呼

唤和募捐的时间、地点。常熟市中心的

一块大屏幕由一家全国性网络媒体的下

属机构管理，这块大屏幕也从同一天开

始滚动播出电视台制作的募捐宣传片。

常熟电视台还发起了黄丝带行动，原计

划在部分出租车的反光镜上系上表示爱

心的黄丝带，为鲍林小朋友祈福，结果

很多私家车主也纷纷前来领取，数百根

黄丝带不到半天就发放完毕。常熟的大

街小巷到处都能看到令人感动的黄丝

带。常熟电视台原计划对募捐专场进行

直播，后因场地所限，改为微博直播和

电视游动字募直播，募捐当天虽然天气

突变，寒流侵袭，但捐款的市民仍然络

绎不绝，十万元的筹款目标很快完成。

专场募捐的内容被制作成消息、连续报

道和专题分别播出后，激起了热烈的反

馈，围绕这一事件而形成的舆论场发挥

了“沉默的螺旋”的强大作用，舆论导

向被牢牢地控制在电视媒体手中，而且

影响深远。

结  语

全媒体环境给电视媒体的主流地

位和引导能力带来了不确定性，在一定

程度上消减了城市电视新闻的固有影响

力，但在城市这个既开放又封闭的社会

结构中，电视媒体可以在更新理念的基

础上，围绕公众关心的一个个具体事

件，与新媒体比拼真实性、公正性、权

威性和深刻性，重新吸引城市受众的注

意。电视媒体还可以凭借强大的策划组

织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在城市中整合

引导各媒体舆论，突出城市舆论亮点，

形成公众舆论合力。在全媒体环境下，

城市电视媒体不仅是新闻采编播的平

台，也将成为城市公众信任的寄托。总

之，只要坚守和创新，城市电视媒体仍

将在“众神狂欢”中脱颖而出，成为全

媒体环境下的弄潮儿，并引领媒体发展

和舆论引导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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