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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12 年 5 月底，青岛女孩“鲁若晴”在新浪微博上直播其治疗白血病的过程，经知名博主“作

业本”转发后爆红网络，随着微博网友对其信息真假之争越演越烈，当真相得到澄清，人们不免开始对这类“微

博暴力”中的新闻伦理道德进行了深思，本文试图通过探究“微博暴力”伦理道德失范成因，进而探讨如何对

此类事件进行正确的引导。

［关键词］微博暴力 新闻伦理

一直以来，自媒体以即时性、交互性、开放性和

低成本内容生产等多方面的特点使人们体验到传播的

乐趣，网民通过微博随时随地更新、浏览、回复、评

论信息，微博对公共事件的干预强烈凸显出“人人都

是麦克风”的社会化传播特征。

一 .“鲁若晴事件”公众“微博暴力”行为

再现

2012 年从 4 月中旬开始，网民为“鲁若晴”的青

岛女孩在新浪微博上直播其治疗白血病的过程，经知

名博主“作业本”转发后爆红网络，其乐观精神受到

广泛的赞誉、鼓励和祝福。5 月 21 日，鲁若晴突然删

除所有微博，表示网友的关注已对其生活“造成困扰”，

以不想被打扰为由迅速销声匿迹。部分网民开始猜测

和质疑此次事件为微博公关团队的一场商业运作。“烟

花妹妹”评论“短平快炒作鲁若晴账号可以带来十万

收益，但却践踏了网民的真诚与善心。”耐人寻味的是，

这次质疑并未引起大多数网民支持，新浪健康频道也

在较短时间内辟谣，称经多方探访，确信鲁若晴其人

其事属实。5 月 22 日，某报社记者去“鲁若晴”微博

中所说的青岛市青医附，院方表示没有收治过相似病

例的患者，没有任何媒体和热心网友见过这位“鲁若

“微博暴力”中的伦理道德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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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微博抗癌女孩鲁若晴事件”为例

晴”，一时真相更加扑朔迷离。在寻找和质疑的过程中，

“鲁若晴事件”超出了事情本身，微博上的质疑、攻击、

谩骂甚嚣直上，《齐鲁晚报》、《羊城晚报》等纸媒斥

责在追求新闻真相不应该以牺牲他人私人权利为代价。

关于鲁若晴事件争论不断升级到社会信任度、道德底

线与网络爱心的层面，有网民要求网络平台相关监管

方履行责任，虚拟的网络更需要事件的真实。5月23日，

记者从北京协和医院得知“微博抗癌女孩”鲁若晴其

人其事基本属实，央视等相关媒体正式报道此事及时

辟谣才使得争论得以平息。当真相得到澄清，人们不

免开始对这类事件引起的新闻伦理问题进行了深思。

在事件全过程中，某些媒体缺乏职业道德精神，

打着求真的旗帜肆意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在缺乏细致

调查真相的基础上对一个身患绝症的年轻女孩横加指

责，将少数意见领袖的声音放大为舆论大众对整个社

会道德感的批评，用煽情主义色彩的报道手法和技巧

陈述事实，忽视了报道对象的感受，用舆论导向伤害

无辜的人，对失实新闻发刊更正却对之前报道伤害“鲁

若晴”拒不道歉的行为实在有违新闻职业道德准则。

多数意见领袖的言论忽视舆论受害者及事件本身，多

在道德立场上非理性地抨击大众，指责作业本、薛蛮

子等名博动机，甚少人呼吁民众冷静、要求核查事实

真相，显现出当前意见领袖不成熟的新闻价值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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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众多网友更是摒弃客观冷静的原则，对其前男友展

开人肉搜索，揭秘隐私和曝光公众人物的私人生活、

家庭和感情，当事人的工作单位联系方式等详细资料

也被网友疯狂转发，更有网友直接通过联系方式对当

事人进行各种骚扰，这些行为严重侵犯了当事人的隐

私权和名誉权。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描绘的那样：

“群体的集体观察极可能出错，大多数时候它所表达

的是在传染过程中影响着同伴的个人幻觉。”①鲁若晴

事件所引发的社会舆论缺乏明确的理性脉络，呈现出

犹疑、反复、极端甚至语言暴力的倾向。②

二 .“微博暴力”概念的界定及传播特点

随着微博成为新闻信息的重要来源，伪装成真实

的“假新闻”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多，一些处理过的照片、

视频、声音等作为佐证使得假新闻极具有迷惑性。网

友对微博上发布的信息或者提供的新闻线索中的漏洞

第一反应是提出质疑，怀疑事件真实度抑或是有心人

借事炒作，如此次事件人们质疑缘由一方面来自院方

查无该人信息，另一方面网友质疑癌症患者鲁若晴上

传的“光头照”很少而美照居多，这与以往网友印象

中的抗癌患者不大一致。网友对其的质疑演变为讽刺、

指责、挖苦，进而升级为侮辱和恶搞，任意侵犯公民

的隐私权，将微博信息传播转变为“微博暴力”。

通常，“微博暴力”指用户在使用微博传播信息、

发表评论的过程中，因话语权和影响力存在差异，掌

握较强话语权的用户利用自身优势，在微博上对另一

微博用户或者不用微博的人所进行的攻击或者压制，

从而造成一定程度的暴力伤害。③从传播特性上看，“微

博暴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

（1）使用门槛低，传播范围广

公众对事件的关注是自发无组织的，从微博上公

众对“鲁若晴事件”相关内容的转发频率、评论数量

可以看出公众的关注度和参与度极高，“鲁若晴事件”

发生后，鲁若晴的粉丝数量也骤然从 200 增加到 32 万，

其中不乏韩红、范玮琪、黄渤等影视明星，关于事件

真实性的争论从网络蔓延至传统媒体。

（2）公众极度情绪化

谣言加大了公众对微博假新闻的问责力度，由于

部分网民缺乏冷静思考和独立判断进而将这种情绪化

的非理性因素演化成网络舆论暴力，严重影响社会秩

序和道德规范。如“鲁若晴事件”起始的四天时间里，

一些网民直接辱骂、讽刺当事人，给当事人的生活造

成困扰，质疑爱心公益，这些都表现出公众在对鲁若

晴事件时的极端情绪化。

（3）意见领袖影响凸显

微博意见领袖表达话语多元化，影响力凸显，对

公共事件议程设置能力不断增强。如“鲁若晴事件”

中知名博主“作业本”“方舟子”就是否是炒作的争

论中引起网民广泛关注。5 月 28 日微博名人“薛蛮子”

联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微博微公益平台为 “鲁

若晴”发起爱心捐款。有评论称，“鲁若晴”作为普通人，

有权利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无论网民还是媒体，

对真相的苛求都不应以牺牲他人的私权利为代价。④

三 .“微博暴力”中的伦理道德失范成因

客观事实是新闻报道的第一要素，坚持新闻的真

实性是对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媒体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

要求。追求事实真相是媒体的责任，但是媒体也需要

注意自身的行为界限。“微博暴力”深刻显现出我国

新闻伦理道德价值观的失范问题。新闻伦理是新闻传

播主体以及传播行为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价值取向、

道德表现与日常行为品德规范等的总和。

作为平衡媒体与社会大众关系的砝码，新闻伦理

道德的底线在哪里？它的失范因何而起？值得所有人

深思。笔者分析，“微博暴力”中伦理道德失范主要

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追惩制度的缺失

大众舆论带给当事人更多的是精神伤害，“微博

暴力”的新闻伦理失范问题多是停留在道德层面上，

很难受到法律法规的管制和制裁，这在一定程度上助

长了“微博暴力”肆意横行。不同于现实社会散播假

新闻会受到指责或法律制裁，网络的匿名性、追惩机

制不够完善等使得这种伤害很难追究到具体个人。由

于缺乏法制约束，网民的网络整体观念和群体意识严

重缺失，言论责任意识淡薄，自控能力和自我调节水

平低，直接导致了微博暴力的产生。

（二）道德素养的缺乏 

微博信息量受字符限制，很难概括出事件的全貌，

而且大量援引的信息没有出处来源，一些意见领袖为

追求“名人效应”，捏造或发布半真半假的信息，或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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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取义扭曲事件真相。他们对事实的选择并不遵循新

闻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原则和取向，缺乏新闻伦理职业

道德素养，不注重避免新闻信息报道传播中的“二次

伤害”，发表明显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的言论和观点，

较难做到客观、全面、公正、真实。受沉默螺旋的影响，

受众缺乏独立、理性的思考，更多地开始向意见领袖

的队伍靠拢。受众在各意见领袖的思想影响下，在微

博舆论空间中互相碰撞，形成了对立的舆论格局。 

（三）微博信息把关人的缺位

微博的诸多传播特性决定的信息发布尤为容易，

真实性却很难得到保证，网络把关人诸如新闻编辑或

论坛管理员很难对信息进行完全核实审查。受知识文

化水平高低和道德素养参差不齐的影响，部分网友网

络话语权滥用，可能会发布一些内容不良或虚假的信

息以满足受众隐秘猎奇、追求古怪的心理，屡屡发生

的微博假新闻事件更是加重了网民对网络信息怀疑。

网络舆论中不适当的舆论道德指责评论缺乏合理管

束，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微博暴力”的气焰。

四 . 有效规避“微博暴力”中伦理道德失范

自媒体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公共媒介，“微博暴力”

的舆论有赖于网民、新闻媒体及国家法律法规的共同

约束。适当的舆论走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微博

暴力”给社会和个人带来的危害，我们可以采取以下

措施有效地规避微博伦理失范问题。

（一）完善新闻传播相关的法律法规

国家需要进一步健全微博新闻立法来构建网络舆

论监督环境，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微博暴力”中的伦理道德失范问题是新

闻传播中的失德行为，媒体和受众道德自律问题会严

重影响社会文明精神建设，要将其由道德层面提升至

法律层面，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人们的合法权益不受

侵犯，打击微博暴力，遏制网络中失实信息和不负责

任的信息流传，维护网络秩序。可以强化注册认证，

推行微博实名制，适当提高认证门槛等。

（二）加强媒体的职业人道德操守，提高网民

的媒介素养

在公共话语空间里，不仅传媒工作者要坚守传媒

业职业道德规范，加强自身的职业素养和道德操守，

网民也应提高自己的媒介道德素养。媒体应将国家和

社会的文化建设和道德规范作为自己评判新闻价值的

重要标准，尽量规避涉及侵犯个人隐私信息流传。在

这种有自觉和自律意识的媒体传播行为的影响下，受

众的需求和趣味是可以改变或是引导的，两者的互动

其实是一种“协同进化”的过程。⑤公众要培养自己

的责任心和批判能力，对网络信息平台上的信息进行

正确的选择、理性地分析和客观判断认识，坚持独立

思考，避免个人情绪演变为网络暴力，充分考虑信息

言论传播所带来的影响。

（三）严格把关新闻源头，强化新闻传播的伦

理道德监督机制

目前传统主流媒体也纷纷开通官方微博，一些网

络编辑未做好新闻把关工作，未经核实的信息被草率

发表，网民很容易将传统媒体发布的微博信息等同传

统媒体官方机构发布的信息，造成舆论影响的扩大。

传统媒体和各大新闻门户网站在转载新闻信息的的时

候要担负起维护新闻真实性的职责，而不是为了“抢

新闻”而轻易发布信息然后再辟谣，应该在一开始就

做好信息过滤工作，不可人云亦云，严格避免与事实

有出入的新闻报道。应当注意的是，国家和相关部门

要加大新闻传播监管力度，建立健全新闻传播中伦理

道德监督机制，在给予媒体活跃空间的同时也要将媒

体置于可控的范围内。

五 . 结论

伴随公民记者活跃在自媒体网络环境中，诸如“微

博抗癌女孩鲁若晴”此类事件层出不穷，追惩机制的

缺失、微博信息把关人的缺位和道德素养的缺乏使得

“微博暴力”中新闻伦理道德失范问题受到越来越多

人的关注。国家和相关部门须在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和新闻传播规范的同时加强新闻媒体的把关职责，建

立健全新闻传播中伦理道德监督机制，加强媒体的职

业素养和道德操守，提高网民的媒介道德素养。对微

博舆论传播应注意加强引导，而不是单向限制控制，

更好地为网众营造文明和谐的网络传播环境。

注释：

①古斯塔夫·勒庞 冯克利译：《乌合之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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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版，P30

②常江：《社交媒体环境下的传媒、意见领袖

和大众——以“鲁若晴事件”为例》，《新闻界》， 

2012.12，P15-18

③丁陈锋：《新闻人须提防“微博暴力”》，《青年

记者》.2011.5，P52-53

④ h t t p : / / w w w . d z w w w . c o m / r o l l n e w s /

news/201205/t20120523_7591042.htm

⑤张丹：《新闻图片传播的伦理问题研究》，南昌

大学，2008 年版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内容提要］频道专业化是电视发展的必然。然而，国内电视频道的专业化之路走得并不顺畅，大部分的

专业频道名不副实，80％的专业频道经营惨淡，面临困境。本文针对频道专业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

并对发展之策作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电视 频道 专业化

一 . 中国电视频道专业化的历程和现状

所谓电视频道的专业化，指的是电视传媒经营单

位或管理部门按照电视市场内在规律和电视观众的需

求，在现有电视频道的条件下，按内容类别优先的原

则，以整个频道为单位进行内容定位划分，从而使其

节目内容与频道风格能够较为集中地反映某些特定领

域的需求。它顺应了受众细分和竞争加剧的时代潮流，

是中国电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次制度变迁，是对中

国电视频道的重构①。有关中国电视频道专业化的必

要性、必然性和不可逆转性，频道专业化改革在我国

电视媒体进行得如火如荼，各级电视台纷纷推出各种

名目的专业频道，营造出一道空前繁荣的电视发展风

景。

在专业频道的构筑方面，中央电视台一马当先，

电视频道专业化进程中的
问题与对策

赵　翔　宋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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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第二套节目经济频道的设立拉开了频道细分

的大幕，至今已经开办有 21 套开路播出的电视节目，

并拥有两个高清晰度电视频道。同时开办了 20 多个

数字电视付费频道和 28 个网络电视频道。目前除

CCTV-1 和 CCTV-4 是以新闻为主的综合频道外，其

余频道全部走专业化频道的路子，专业频道特色日益

彰显②。

在地方台的专业化方面，2002 年是一个重要节点。

当年元旦，北京电视台青少年频道正式亮相首都荧屏，

同一天，国内第一家音乐电视东方电视台音乐频道诞

生 ；2002 年 2 月，海南卫视开省级卫视专业化发展之

先河，全面改版成旅游卫视 ；4 月，全国第一个足球

频道在大连电视台开播⋯⋯③至今，我国各大省级卫

视都走上了“特色定位之路”，实行多频道、差异化

生存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