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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以后，中央电视台开始大
规模建立电视新闻评论员队伍。这些
电视新闻评论员有选择性地对刚刚播
报过的新闻实时发表短评，已成为节
目的常态。各省市地方电视台也纷纷
仿效，出现了大量电视新闻评论员。

经过几年的努力，电视新闻评论
员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
日益增多的电视新闻评论员中，尽管
白岩松等人有较大影响力，但与国际
大台影响巨大的电视新闻评论员相
比，我国有人气的、明星化的品牌评论
员太少，电视点评的个性化魅力不足。
打造电视新闻评论员的品牌，不仅是
千百万观众的热切期待，也是电视媒
体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更是电视
媒体舆论导向作用发挥的前提和保
证。笔者从以下三部分解构电视新闻
评论员的品牌要素。

精辟入里的思辨色彩
电视新闻评论员发表评论不能脱

离新闻事实，叙述新闻事实仅仅是点
评的一个新闻由头，而对新闻事实的
分析才是电视新闻评论员最主要的任
务。理性的思辨要求电视新闻评论员
以高屋建瓴的观点去引领，以高于常
人的观察角度去推敲，以观众热切关
注的内容为话题。

1． 电视新闻评论的话题应该是广
大观众热切关注的 。 电视新闻评论员

所关注的话题应是与观众有关的一切
重大话题。除国际新闻外，国内社会、
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的热点新
闻、热门话题都应在其中。如果不时刻
把观众放在心上，不顾及群众的信息
需求，回避一些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就
会造成电视新闻评论员的评论和群众
的需求脱节，造成老百姓对媒体的信
任感逐渐丧失。所以，话题的选择极为
重要，不应由电视新闻评论员一个人
去选择，而是由评论员、编导、制片人
以及值班领导，集体讨论，集思广益，
共同决定如何选题。

2．电视新闻评论员须具有宏大理念
和强烈社会责任感 。 中国正处在经济
飞速发展和社会急剧变化阶段，经济
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
正发生极大的变化。这既是一个改革
攻坚的深水区，也是社会急剧转型的
风险期，涉及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众
多，与改革发展中的利益关系、利益格
局紧密相连。电视新闻评论员的社会
责任在这个转型中应同步增强，评论
要紧密关注国家的发展方向和获得的
各种进展，关注人民群众所遭遇的困
顿和所面临的命运，从浩繁的题材、平
凡的评论对象中，解读社会深层次的
问题。既要有效引导舆论，规范社会行
为，提升社会风气，保护群众利益，成
为一个重要的监督力量；同时也要担
负起传承人类文明、倡导先进文化、构

建和谐社会的责任，以及时、公正、求
证的态度对社会负责，对群众负责，对
子孙后代负责。①因此，电视新闻评论
员不仅要点评正面的鼓舞人心的新闻
事实，也要点评敏感话题，敢于揭露社
会各种丑恶现象，对各种社会问题进
行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评说。

3．电视新闻评论员需要独立的判断
和非凡的勇气。电视新闻评论员应就时
事政治、经济社会、国计民生做独立
的、极富个性色彩的评述。电视新闻评
论员要多方了解他人的观点，但在自
己发表评论时，要不受各种因素影响，
只根据客观事实的本质，凭正义和良
知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这种独立的
判断需要的是勇气和胆略。对社会新
闻事件的议论和判断，有时候不需要
高深的思想，只是需要勇气、需要敏
感，需要有人敢于说出来。正如白岩松
所说的，为什么 1+1有人说得 3啊？他
也知道 1+1 等于 2 啊，但是他喊 3 他
能获得利益，他就喊了，这时候你有没
有勇气继续说不，1+1等于 2。②

全面深厚的新闻素养
电视新闻评论员所要做的评论是

新闻评论，要严格遵循新闻规律，让评
论带有极强的新闻性。

1．电视新闻评论员要传递真实的声
音。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是媒体公信力
形成的基础所在。所以，坚持新闻真实
性是新闻工作的起码要求，而真实性
也一直被许多电视新闻评论员视为安
身立命的基础。电视新闻评论员品牌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说，真
实是核心因素和决定因素。真实性之
所以如此重要，就是因为观众一旦发
现电视新闻评论员提供的信息来源不
可靠，内容不真实，就会对其可信度产
生怀疑，更不可能形成品牌。只有坚持
真实性，电视新闻评论员才能获得观
众的信任和尊重，才有形成品牌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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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2．电视新闻评论员要熟识新闻价值。

电视新闻评论员所做的是新闻式评论，
提供一种有媒体特点的新闻判断，最
大的压力不是表达过程，而是无论什
么题材都要有能力在这个题目上做出
有价值的判断。电视新闻评论员要分
析和评价一条新闻，独立表达自己的
看法，为观众提供新闻的增值服务，进
行有效的舆论引导，首先就要熟识这
条新闻的价值，把握其本质。

电视新闻评论员须拥有多年的新
闻媒体经历，丰富的新闻阅历能使他
们在驾驭新闻时如鱼得水，能够精准
判断出哪条新闻重要，新闻为何发生、
会如何发展，国外的状况如何，历史的
情形怎样，以及可以如何评价，又可以
怎样行动。

3．电视新闻评论员要讲求新闻时效
性。 新闻报道的时效性要求电视新闻
评论员应先声夺人。一件事发生了，谁
的解释快速准确，谁的解释就具有权
威性，这就是所谓的第一解释权。在寻
找独家新闻变得越来越困难的情况
下，各媒体纷纷转向第一解释权的争
夺。所谓第一解释权，首先是指新闻评
论时效上的第一，然后是角度的公正、
思考的深度、解释的力度、预测的准确
度。

由于技术的局限，长期以来，以新
闻评论见长的报纸，其时效性较弱。而
电视新闻评论员能够充分利用电视传
播时效性强的特点，及时为观众提供
大量新闻评论信息。而电视实时评论
的出现，更把时效性推向了极致。这种
评论模式充分发挥了电视声、画、字兼
备，实时传播的优势，能够抓住刚刚发
生的重大新闻事件或追随重大新闻事
件的发展进程，由电视新闻评论员在
新闻事件的现场，就事件的起因、性
质、趋势、影响做多维度的分析或评
论。实时评论的另一种形式则是在常

态的新闻节目中，针对某一特别重要、
广泛关注、需要深入解读的新闻，由位
于演播室的新闻评论员评说。为了强
调评论的时效性，很多电视台在屏幕
左下角打上“正在评论”的字幕，尽显
电视新闻评论的快捷与及时，极大地
满足了观众的求知欲望。

适合电视的口头表述
电视新闻评论员面对电视镜头进

行口语评论，和传统的文字评论员在
叙述表达方面有很大的不同。电视新
闻评论员需要较强的口头表述能力，
注意口头语言的特点。

1．既要言简意赅又要一针见血。电
视和报纸，不同媒介的特质对评论的
要求不同。电视新闻评论三分钟，转换
成文字，就是不超过 500 字，和报纸至
少下笔千言的社论相比，电视新闻评
论员要该说则说，点到为止。同时又要
一语中的，突破现象触及本质，直指问
题要害。新闻事实本就纷繁复杂，这就
需要于纷繁中理清头绪，透过表面现
象看到事物的本质。只有这样才能让
观众感受到电视新闻评论员的价值所
在。

2．既要通俗易懂又要有逻辑性。电
视观众是一个大众受众群体，电视新
闻评论员的语言要通俗易懂，让尽可
能多的人听得懂、听得进去，还要让专
业人士认为没有说外行话。这是电视
新闻评论的难点和魅力。

有的新闻事件在观众看来比较深
奥，电视新闻评论员要不端“权威”架
子，不直接下结论，用平易通俗的语言
把深奥复杂的问题通俗化、形象化、具
体化、简单化，使之易于理解。去掉了
外在的装饰，三言两语、简洁明了地用
事实说话，用简单直白的口语分析复
杂的新闻事件，剥离一些抽象高端的
理论概念，恢复新闻事实的质朴状态。
用具象的语言表达形象思维，将复杂

的理论和主题用质朴的口语、鲜活生
动的评述去触动受众的情感，甚至有
的时候以个人的亲身经历来现身说
法。同时，电视新闻评论员又要有逻辑
性，层层递进、突出重点，由表及里、由
此及彼，在逻辑链条上步步展开，做到
以理服人。在新闻评论的开头或结尾
处，往往体现着电视新闻评论员对社
会现实情况的深入了解和新闻价值的
准确把握。

3．既要表达个人化又要得体准确。

表达的个人化、风格化，主要体现在独
特的语言魅力和非语言符号上，这符
合电视观众的实际需要，是电视新闻
评论员走近观众的重要途径。注重评
论时事的“诉诸情感”，使用有很强烈
感情色彩的言辞去叙述点评，各具特
色。或机智幽默，或冷嘲热讽，或插科
打诨，以达到批评和讽刺的目的，以轻
松的方式沟通感情、融洽气氛，同时又
要得体准确。电视新闻评论员在短时
间内站出来，对突发新闻或者重大事
件做出理性的、富有建设性的评论。摆
事实，讲道理，条理清晰，分析周密，电
视新闻评论员的每句话都要严谨。

总之，电视新闻评论员要以有利
于中国社会良性发展的公共话语平台
为己任，贯彻坚持百姓立场、关注公众
利益，追求舆论制高点、树立成为意见
领袖的目标，用从厘清、理顺相关利益
主体、利益关系的角度来观察新闻事
件、追求独到视角的观察方法；寻求与
观众的强烈共鸣，寻求有见地、有见解
的评论。只有这样，才能打造独特的品
牌优势。

（作者单位：江西农业大学）

注释：
①庄永志：《请谁做央视评论员》，《青

年记者》，2009（8）。
②白岩松：《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

信仰》，《新京报》，2010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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