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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新闻报道的误读及解决路径

□ 石晓蕾  赵林栋

【摘   要】突发事件的客观事实信息在经过人工化处理及异时空传播之后，受传播噪音影响，公众主观上会对

信息产生误读，导致谣言四起，严重影响社会安定。本文从突发事件新闻报道误读产生的原因分析，谈相应的解决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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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往往将一个震撼人心的结

果摆在公众面前，因为事关重大，与人

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社会各界对突

发事件发生、发展的信息都非常关注。

各媒体此时都希望能在“第一时间”对

突发事件作出报道。因此，在这种紧急

的非正常状态下，新闻报道如果出现不

实或受众理解有误就会引起谣言漫天和

社会恐慌。

一、突发事件新闻报道误读的原因

合乎客观实际是新闻报道的重要原

则。但受新闻报道者的主观认知和突发

事件本身不断发展变化的复杂性影响，

使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受到挑战。突发事

件发生地与普通大众之前存在的时空差

异及大众个人文化背景、生活环境和理

解力的差异也会引发对突发事件新闻报

道的误读。

（一）新闻报道者主观原因导致的

误读

突发事件广泛的关注度，使新闻

报道者都希望抓住这样的机遇，像前辈

们一样因成功报道了某一事件而一举成

名。因此，如何抢夺眼球成为新闻报

道者首先考虑的问题，但受自身素质

影响，把握不住新闻报道的“责”与

“度”就会使报道失实，引起误读。

突发事件发生后群众第一时间想知

道的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事件影响范围

及伤害程度有多大？但受各方压力，报

道上往往只报道正面的、积极的内容，

刻意回避负面消息，避重就轻，更有媒

体把灾害性新闻变成歌功颂德的正面新

闻，对受害事实不报，只是大唱抗击突

发事件的英雄赞歌，令公众反感。而随

着新媒体的兴起，群众一旦从主流媒体

上无法获取信息，就会转向其他传播渠

道，非主流媒体不经核实的夸张言辞带

来的只能是更多的流言和恐慌。如，

2005年松花江污染事件发生后，政府因

招商引资及旅游季到来等原因，在事发

七日后才以“管道维修”为由发布停水

公告。这种隐瞒性告知不仅没有安抚群

众，反让猜疑和谣言疯传，还出现了市

民哄抢、储藏食物，夜间滞留在外不敢

睡觉，更有人举家外迁以躲避灾难的情

况出现。

更有一些媒体缺乏必要的责任感和

职业道德，为抢眼球不惜走故意炒作的低

俗化报道路线。特别是在灾难报道中，对

突发事件主体发展不报，而只着力挖掘一

些边缘性问题和“花边”内容进行渲染，

或者直接捏造假新闻。这种刻意夸大和一

味地渲染伤亡结果的行为所引起的失实

结果，这种正负信息面失衡的报道方式

对事件内容的真实性形成强烈冲击。

（二）突发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引发

的误读

突发事件往往是无例可循，处在一

种持续、快速的不稳定状态，具有非常

态的特点，其结果出人意料，其原因更

是纷繁复杂、盘根错节。其中有客观自

然原因，还有利益纠纷，突发事件发生

后暴露的是多方面的问题。所以既要满

足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又要满足新闻报

道的真实性就显得力不从心。“快”和

“真”哪个更重要？美国《纽约时报》

前副主编罗伯特·斯特曾说过：“如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新闻界普遍认为，

最没有生命力的东西莫过于昨天的报纸

的话，那么今天的看法就是：最没有生

命力的东西莫过于几小时以前发生的新

闻”。①相比于过去宁可晚报也不可错

报，新传播时代的快速传播力把两者次

序打乱了。面对变化难测的突发事件本

身，受新媒体报道的舆论主动权争抢压

迫，突发事件发展变化不同阶段的报道

重点和报道技巧稍有不当，就会引起报

道失真。

（三）公众认知偏差导致的误读

主观的公众认知与客观的突发事件

之间往往存在较大差距，其原因在于公众

在接收和处理信息的过程中，受时空差异

及个体因素制约会产生认知上的偏差。

1. 时空的差异导致的误读

大多数公众对突发事件的关注是异

时空的，即从事件发生到公众感知之间

存在时空上的差异。突发事件发生地点

与关注事件的公众所处的地点不同，公

众所关注的突发事件是在其他地方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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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或正在发生的事件，受众无法从视

觉上直接接收事件讯息。而这种突发事

件发生与新闻报道在时空上的差异就给

了谣言产生和散播的空间。

2. 公众自身的素质差异导致的误读

公众最怕的不是令人不快的信息，

哪怕是一时间让人无法接受的信息，他

们最怕的是信息的不确定性，只要媒体

能全面客观的报道事件真相，其结果并

不会引起社会动荡，而是有序的克服。

我国早期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中只报

喜不报忧，或者将突发事件一笔带过，

“欲说还休”，这样的报道模式逐渐使

大众对媒体发布信息的真实性、全面性

产生惯性怀疑，长期以来形成的经验性

思维会影响公众对新闻报道信息的判

断。另外，受公众个人生活经验、判断

能力、专业素质等方面限制，对突发事

件的主观感受必然会有所偏差。例如，

很多人认为飞机比火车更危险，但根据

事故死亡统计，飞机比火车安全性高出

数十倍。还有多地新闻报道要求市民反

对建核电站，其实核电站的安全性很

高，污染又少。

（四）文本复杂性引发的报道误解

语言规范是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

原则，语句通顺、用词准确、无歧义的

新闻语言对公众理解事件本质具有重要

作用。近年来，很多网络新词被大量引

入新闻报道中，特别是新闻标题上。突

发事件因其波及范围广、涉及人员多，

社会影响大，是媒体争相报道的重点新

闻，都想成为第一个报道突发事件的单

位。可是在抢发新闻的时候，一方面在

时间压力下，报道语句、用字无法反复

核对，部分有歧意的字句被写入新闻报

道中；另一方面新闻报道稿本身是经过

人为加工的，断章取义的引用、转述使

文本早已脱离了其原来的语境，这必然

会引起误读。例如，2004年5月6日某报

的一条新闻报道，内容是说，5月3日发

生的中国援巴工程人员遇袭案，被捕的

犯罪嫌疑人已增至13人。这条新闻的

正标题是：13人涉嫌袭击我援巴人员

被捕。而这样的新闻标题就可能被误

读为：13人涉嫌袭击，我援巴人员被

捕。不仅题文内容不符，还牵涉国际

政治问题。②

二、突发事件新闻报道误读的解决

路径

由上述原因分析可见，引起突发

事件新闻报道误读的原因很多，但其根

本原因还是因为沟通不畅，突发事件的

事实本身与公众理解之间经过的环节很

多，各方面噪音不断加入信息流，最终

使信息传播不受控制，引发流言四起、

谣言漫天，最终影响突发事件的处理和

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一）提高新闻报道者的职业素养

第一时间准确报道突发事件信息，

反应迅速快捷是新闻报道者职业素养、

综合实力的最好体现。新闻报道者要清

楚突发事件的新闻价值，并以促进社会

和谐、满足公众知情权为己任，用正确

合理的报道方式、报道视角向公众传播

事实真相。报道要有力、有节，能切中

要害，而不是问一些常规问题，或挖掘

一些能带来“轰动”效应的边缘问题。

更不能为了“抢”新闻而对一些未经核

实的信息，道听途说来的信息进行报

道。新闻报道者在突发事件发生后首先

要做到临危不乱，在采访时能代表公众

问几个他们迫切想要知道的问题。如：

突发事件发生的原因是什么，事件带来

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有多少，政府部

门采取了什么样的有效应对措施。

（二）增强新闻报道的同步性与客

观性

突发事件新闻报道的难点在于事

件的突发性，往往没有过多的时间让新

闻报道者去斟酌，做出一个全面的报道

策划案，而公众又急于想知道事件发生

的情况，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突发事

件进行同步报道，新闻报道者在最靠近

事件发生地的“前方”进行现场直播是

此时对新闻报道时效性与准确性矛盾平

衡，克服突发事件与公众之间时空差的

有效方式。同步性不仅表现在报道的现

场同步，还表现在报道信息的同步上。

突发事件发展走向往往在短时间内出人

意料地发生着快速变化，一个小时前还

准确的信息，可能一个小时后就不准确

了，比如雅安地震中伤亡人数和财产损

失等方面的信息就是不断变化的。这时

新闻报道要进行数据的同步更新，每小

时、每天及时将事件发生的最新进展通

报给公众。

为实现突发事件报道的准确性，

特别是不能左右公众的判断，要求新闻

报道者以一个观察员的身份报道突发事

件，即对突发事件的报道以现场事实为

主，不掺杂个人观点，避免使用有成见

和有倾向性的词句，多叙述，少评论。

以具体、客观、公正的前期报道与事件

发展进程中的深度报道相结合，用多种

文体、多种视角对事件发生发展进行全

方位报道。③特别当事件双方有争论时，

应对事件双方的情况都进行客观报道。

（三）保持突发事件新闻报道的双

向沟通

大众媒体的兴起与繁荣，说明公

众对于新闻报道话语权的渴望，特别是

在突发事件报道中，如果能允许公众参

与报道或使新闻报道不仅仅是主流媒体

说，公众被动接受，而是双向沟通，公

众理性的回应与合理质疑能得到回复将

有助于减少受众的认知偏差，减少新闻

报道误读。

进行双向沟通，要求政府部门在日

常工作中努力创立主流媒体与公众之间

的友好氛围，为沟通双方建立一个有益

于互动的、容易接近的平台；主流媒体

在发布突发事件信息时要保持谦恭的态

度，全面负责地报道突发事件，关注公

众所关心的焦点问题及对于突发事件的

看法、价值观等；政府部门及主流媒体

应向公众提供直接、完全的答复，减少

术语的使用；对于暂时不了解的问题不

要用“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一语

带过，承认专家也并非无所不知以达到

有效沟通的目的。④

（四）提高新闻媒体的语言规范

媒体语言应与受众的社会心理和文

化背景相适应，与社会风尚、民间习俗

相一致，与社会道德法律判断相协调。

突发事件的报道受事件本身性质的影

响，语言使用上要求简洁、质朴、无歧

义。如，汶川地震时，5月12日19点，

央视记者赵旭到达都江堰灾区。他手拿

话筒，在几栋倒塌的楼房废墟前，做了

一段现场报道：“这里是四川都江堰，

我的右手边是通往汶川的道路，由于前

方道路塌方，我们无法前行，但就在

都江堰，我们已经感受（下转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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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30页）到了地震给当地带来的

损害。”语言内容概括介绍了时间、地

点等基本信息，没有详细介绍具体灾

情，语音、语调都很朴实。⑤

突发事件不同于普通事件，新闻报

道语言上要求规范、严谨。媒体语言规

范不仅表现在遣词造句上，更表现在语

气态度、言语方式、言语动机上。媒体

语言所显现的语气态度会强烈地作用于

受众的主观感受。如某报纸为哗众取宠

所使用的新闻标题：两车亲吻，五人当

场死亡。“亲吻”所传达的轻松态度，

使灾难性新闻报道情感失衡，是媒体对

生命的漠视，对死者家属的二次伤害，

严重影响了新闻报道的有效传播。

我们所说的语言规范化“不是为

了探求绝对不变的规则而是寻找相对稳

定的标准，不是追求语言生成的理想状

态而是照顾语言使用的现实要求。”
⑥而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各类网络新词

因其满足了受众新奇、特别或高雅的心

理，又丰富了语言文化而被引入传播语

言中，但不能将这种需要固定语言环境

的创意性使用当创新，应考虑全民的

现行语言规范，用相对稳定的语言报

道新闻，便于受众理解新闻事件。如

“SARS”与“非典”，字母词的使用满

足了语言使用者自我语言时尚、别致的

心理需求，但使用“SARS”让受众一

时之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特别有

的报道中将“SARS”直接音译为“沙

士”，“沙士”在发音中与“杀死”相

近，在人际传播过程中更增加了事件的

恐怖性。所以，在突发事件新闻报道中

最好使用中文，减少字母词的使用。
▲ 基金项目：渭南师范学院研究生项

目（12YKZ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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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了人们对死亡的好奇与窥视。人们通过

对暴力镜头的窥视，将对自身死亡的焦虑

移情于对他人死亡的观摩。

三、吴宇森：技法背后蕴含的美学

20世纪80年代，吴宇森凭借着“英

雄片”系列，一跃成为香港著名的导

演。英雄片是指从《英雄本色》《喋血

双雄》《喋血街头》，到《纵横四海》

《辣手神探》等五部影片。这些影片都

为他“暴力美学”的风格特质作了有力

的示范：将“暴力”变成一种有意味的

形式。吴宇森给全世界的观众提供了一

个新的视角审视暴力，其对于暴力美学

电影的创作影响着当今世界影坛对暴力

题材的表达方式。

笔者主要选取“英雄片”系列中一

鸣惊人的《英雄本色》作为主要分析对

象，从该对象的剖析中，可以看出吴氏

“暴力美学”的拍摄技巧，并探讨吴氏

暴力美学电影中所蕴含的东方美学。

在《英雄本色》中，小马在台湾

酒家为他的好兄弟宋子豪报仇的那段枪

战，至今仍然是香港电影中最经典的枪

战片段。该片段中有不少鲜血喷涌、子

弹穿过头部等暴力场面，吴宇森通过各

种方式，让暴力镜头融入到影片的故事

情节中，让观影者随着枪战进行审美体

验，产生形式快感。整个场面的前半部

分以小调歌曲搭配着两段情节：一段是

以慢镜头捕捉小马在走廊里左拥右抱，

同时把多把手枪藏于走廊的花盆里；

另一段以正常速度拍摄台湾黑帮大吃大

喝的酒宴。两个片段平行进行，又相互

穿插，分别塑造两个不同的人物形象。

首先，从人物造型来看，小马的造型非

常新潮，戴墨镜、穿黑色风衣，潇洒倜

傥。这个造型已经成为小马的扮演者周

润发的经典造型。而台湾黑帮老大的服

饰普通，还戴着金项链，显得粗鲁和笨

拙。其次，从拍摄手法来看，对于小马

的拍摄都使用慢镜头，慢镜头将小马的

动作拍的具有动作美感，同时显现出小

马藏枪时不紧不慢的自信。而用正常速

度拍老大大吃大喝的酒宴，并没有将这

个场景进行风格化处理。最后，整段枪

战被安排在一个复仇的情节中，小马在

其中是为了朋友之义，舍身报仇的人，

黑帮老大则是一个为钱背叛叔叔，不守

“诚信”的人。通过这种对比，观众在

血腥场面之前就已经有心理预设：小马

是一个潇洒倜傥、头脑灵活、讲义气的

人，黑帮老大是一个土气、粗鲁、笨

拙、背信弃义的人。在这样的心理预设

下，观众忽略了暴力行为的不正当性，

认同小马实施暴力，且心情随着小马的

复仇而起伏。在该片段中，演员中枪后

夸张的倒地方式，以及血迹不符合实际

的喷涌方式都将镜头的血腥感降低，而

呈现一种漫画似的幽默感。

观众在观看《英雄本色》时，夸张

的血腥场面、优美的场景设计、风格化

的拍摄技法都直观地吸引观众的眼球，

从而完成审美的直觉阶段。在构成阶

段，观众根据先前的观影经验，配以自

身的想象力，在心中将人物形象进行二

元对立化——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

都坏。整个电影浸润在报仇基调之中，

观众甚至期待小马和宋子豪通过暴力手

段惩罚坏人。当电影里出现血腥场面

时，不再排斥，而是产生“愿望达成”

似的形式快感，宣泄暴力欲望。在审美

的超越阶段，观众已经跳脱了人物本身

的束缚，思考本片所传达的儒家思想所

重视的朋友之义。

导演在风格化暴力的同时，也是将

道德判断的权利交付于观众自身。这符

合“暴力美学”电影的特征：影片通过

将暴力美化，同时也削弱了电影的道德

伦理教化功能。《英雄本色》美化了中

国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义”，但也突出

小马作为贩卖假钞犯罪团伙的老大的身

份，和为了复仇而肆意杀人的行为。因

此，“暴力美学”电影所需要的是心理

健康，具有媒介素养和独立价值判断能

力的现代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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