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标题    媒介论坛用户名  密码    

媒介动态 传媒产业 传媒经管 传媒经济 传媒环境 广告业 传媒人才 舆论影响 传媒竞争 

新闻与法 新闻业务 新闻学习 新闻理论 新闻史学 新媒体 新闻伦理 传媒调查 媒介批评 

广电世界 新闻教育 媒介人物 大众传播 书店书评 新闻奖 传媒改革 传媒博客 传媒内参 

从弗大血案管窥舆论嬗变的动因及其启示 

时间：2007-8-10 14:01:31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李兴达 阅读453次

  

民益与民义的拉锯 
——从“弗大血案”管窥舆论嬗变的动因及其启示 

发稿：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李兴达 

单位：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系 

地址：广西南宁市明秀东路175号广西师范学院9#信箱 

邮编：530001 

【摘要】通过分析有关“弗大血案”的“众意”，本文总结出舆论嬗变的动因在于民益与民义

的交互作用，并且论及这一规律对舆论引导工作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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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16日，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美国史上最惨校园枪击案。在警方尚未查证枪手身份

的情况下，《芝加哥太阳时报》网站于当晚率先报道：《枪手是持学生签证的中国人》。次

日，警方确认嫌犯为韩籍学生。围绕这一事件，舆论始终呈现变动不居的高度活跃状态。那

么，公众的关切与争辩不断转移的动因何在？笔者试从“民益”与“民义”此消彼长的互动层

面，对其加以检视。 

鉴于舆论运作的空间及其主体的多寡不尽相同，本文所指涉的舆论（public opinion）乃是中

观的“众意”范畴，并非宏观的“民意”或微观的“群体舆论”。这类公众舆论涵盖阶级舆

论、社群舆论、团体舆论等，是多层级舆论的搏成。 

通过考察“弗大血案”发生后的“观点的自由市场”，下述众意内容得以凸显：确证凶嫌身份

前的舆论包括，赴美签证的变数增多、中美关系可能会恶化、旅美华人或许有危险、留学生的

心理健康成问题、中国的教育不到位等；确证凶嫌身份后的舆论包括，抗议并谴责不实报道、

亚裔形象难免被抹黑、美国枪械管理弊端严重、资本主义自由的真假、美国移民的心理问题颇

多等。 

依笔者拙见，这些众意的发端基本可以归结为两点：其一，人民的切身利益，即“民益”

（public interest）；其二，牵涉民众正义的人民应做之事以及民族主义，即“民义”

（public justice）。随着新闻事件的推进，舆论就成为民益与民义交互作用的场域，也是其

作用的结果。当然，它们运作的规则在于角力甚至合力，而不是压倒或宰制。就空间上的横向

流动而言，“弗大血案”从美国传播到中、韩两国后，某些网络舆论对这则负面新闻的过分解

读，就体现出一种民族主义情绪的简单宣泄；而两国部分公众对签证和经贸等问题表现出的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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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心态堪称不谋而合，这应该是民益的力量使然。就时间上的纵向流动而言，从误报凶手国籍

到确证其真实身份，舆论的焦点也依据民益和民义的或隐或显而不断转换。比如，在国籍的

“反馈过度”问题上，就挑起了媒体伦理之争；而对枪械管理问题的激辩，这一舆论的动力显

然是民益与民义兼而有之。于是，在二者的不断拉锯中，舆论的动态性传播特征便暴露无遗。 

笔者认为，这一规律的启示在于：面对突发性负面讯息，媒体应按照“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

相衡取其轻”的原则，慎重拿捏民益与民义的尺度，从而在利用新闻舆论引导公众舆论的过程

中，做到引之有据、导之有道、行之有效。 

4月17日晚23时许，韩国外交通商部以临时新闻发布会的形式首次确认赵承熙涉嫌行凶。随

后，韩国的国家机器均围绕这一事件运转，而其媒体的报道技巧更是可圈可点。由于深受东方

价值理念和民族主义的影响，韩国民众普遍对“弗大血案”产生集体责任意识或称“集体负罪

感”。这种以“民义”为核心的舆论无意中将个案同国家和民族相联，从全局角度出发，这显

然有悖于“民益”。为此，韩国媒体对相关报道进行了妥善处理：第一，坚守“人文”拒绝

“腥煸”，即不做血腥与煸情的陈述和评论、不播发诉诸感官刺激的画面和图片，以充满人文

关怀的内容减轻受众的心理负担；第二，突出“个体”淡化“整体”，即尽量不去触及凶手的

族群身份，而是着眼于他自幼受美国文化熏陶、性格存在缺陷等个体特征；第三，强调“外

因”转移“内疚”，即一方面反映美国社会对此案的理性心态，另一方面探讨枪械管理制度的

弊端，从而使公众的内疚感和注意力转向美国社会问题和移民心理问题。凡此种种，正是基于

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角度考虑，努力营造以“民益”为内核的舆论氛围之举措。 

由此可见，为避免舆论激变所形成的传播张力触发社会心理动荡、进而导致破坏性“行为舆

论”对社会框架的冲击，新闻单位在传播信息过程中应该兼顾民意、民益与民义，以便建构理

性与健康的舆论环境，体现出一种把民意同社会维系在一起的整合力量。进而言之，这也正是

和谐社会对媒体的深挚期许之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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