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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媒体报道之反思 

 
［摘要］汶川大地震报道是中国突发灾难事件报道的一个里程碑，中国媒体在地震报道中的表现迥异于以往任

何一次突发灾难事件的报道，其快速反应、较强的专业性、较强的人情味和不顾危险、深入灾区采访的敬业精

神，博得了西方媒体的高度评价。但是，当我们开始冷静、理性地思考这次地震报道时，不难发现仍有一些问题

值得反思：一是新闻娱乐化阴影犹存，如渲染“朱坚强”以娱乐受众，炒作“范跑跑”而有失严肃；二是媒体报

道的议程设置受长期养成的习惯思维的左右；三是媒体人文关怀有待进一步提升。 
［关键词］汶川地震；突发事件；媒体报道；新闻业务 

 

 

 

汶川大地震报道是中国突发灾难事件报道的一个里程碑。政府对新闻媒体的开明和开放政策与态度，使中国

媒体在地震报道中的表现迥异于以往任何一次突发灾难事件的报道，其快速反应、较强的专业性、较强的人情味

和不顾危险、深入灾区采访的敬业精神，博得了西方媒体的高度评价。但是，随着地震的渐渐远去，当我们开始

冷静、理性地思考这次地震报道时，我们发现媒体的表现谈不上尽善尽美，有得有失，其中有些问题需要引起我

们的重视，并在今后的报道中进一步地改进和提高。 

 

一、新闻娱乐化阴影犹存 

 
地震发生之初，巨大的灾难来临时，几乎所有的媒体都一改往日的嬉皮笑脸，摒弃一些轻松、娱乐、谐趣的

新闻信息，屏蔽几乎所有的杀人放火打砸抢的新闻，而是和全国人民一起流泪、尽一切可能报道与灾难有关的信

息，为救援工作鼓与呼。但是，一段时间后，媒体新闻娱乐化的本性露出了狐狸的尾巴，为了取悦受众，媒体有

意无意开始寻找一些趣味性的信息，新闻娱乐化的阴魂不散，阴影犹存。“朱坚强”就是一例典型的被媒体娱乐

化了的新闻事件。 
（一）渲染“朱坚强”娱乐受众 
一场大地震过后，人们发现了一头猪在废墟下坚持了36天，居然奇迹般地生还了，于是，有人给这头猪起了

个非常坚强的名字：“朱坚强”。于是，一家博物馆准备收养这头猪，而且该博物馆已经准备为它申报“世界吉

尼斯”。博物馆的人可能是想号召全中国的家畜都向它学习，在下次灾难发生时，尽可能坚强地活下来，当然，

更重要的是，希望人类能像猪一样在灾难面前一直坚强，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媒体对这个新闻事件情有独钟，

大肆炒作。中国人喜欢树典型，树形象，将“朱坚强”树立为动物和人类学习的典型、行动的楷模，新闻媒体蜂

拥而上，不惜花费大篇幅、大版面，不惜浪费电视和电台宝贵的时段，把“朱坚强”炒作得家喻户晓，妇孺皆

知，“朱坚强”的风头甚至盖过了在这次地震中坚强地生存和活着的人类，新闻媒体以此来树立典型非常不严

肃，而以此来娱乐一把灾区之外的受众倒是媒体心照不宣的真实意图。 
（二）炒作“范跑跑”有失严肃 
北大历史系毕业的都江堰光亚学校教师范美忠在地震发生的那一刻，不管学生，自己一个人先跑出了教室。5

月22日，范美忠在网络上发言为自己辩护说：“我从来不是一个勇于献身的人，只关心自己的生命。”“我……

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

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范美忠的言论，激起了网民的无比愤怒，有网民因此给他

取了个名字：“范跑跑”，但随后，又有人出来同情甚至支持“范跑跑”。于是，媒体抓住了这样一个“难得”

的题材，对“范跑跑”的报道可谓铺天盖地。 
起初，媒体是为了严肃地报道新闻，以期让受众思考有关道德、人性等深层次的问题。但是，随着地震的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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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远去，媒体的报道开始朝着娱乐化方向发展，媒体与其说是为了引导受众关注道德、人性、教育等严肃问题，

不如说是为了新闻娱乐化，“范跑跑”在受众没有察觉的时候，变成了一个娱乐化的人物。每个媒体都在报道

“范跑跑”的新闻中抢够了新闻，出尽了风头。只要有一条与“范跑跑”有关的信息，媒体就开始大炒特炒。一

个信息其实只要几百字就够了，但媒体为了将这个事情“报道清楚”，不惜篇幅，不惜版面，有的报纸甚至拿出

一个整版、几个整版来进行报道。 
此外，关于对莎朗·斯通的报道，媒体不惜篇幅、追踪报道，不完全是为了民族尊严、为了人性、道德，更

是为了吸引读者，抢眼球。还有对余秋雨的报道、对王石的报道，都有娱乐化的痕迹与嫌疑。 
（三）一再“破纪录”黑色幽默 
一个人在废墟下面能够坚强地活着，与时间抗争，这的确可歌可泣，媒体对其进行报道无可非议，但是，当

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将镜头聚焦在少数几个“破纪录”的人身上，并且津津乐道谁谁是纪录的保持者，谁谁又打破

了这个新的纪录时，这就更加黑色幽默了。这种“破纪录”的新闻一而再、再而三地刺激着受众的眼睛，折磨着

受众的心灵：170小时、190小时、200多个小时……等等，最后，是一头猪破了新的纪录，并成为新的纪录的保持

者。有人给它起了一个响亮的人的名字：“朱坚强”。我们在电视上常常看到，有的主持人是这样进行报道的：

“现在的记录保持者是……”这种格式化的语言很容易使受众想到娱乐节目中的打擂。生命的顽强一下子变调

了，变成了戏谑。 
“破纪录”的确有比较重要的意义，报道一下也未尝不可，但如果媒体乐此不疲、大张旗鼓地进行报道，而且

还将一头猪也加入到“破纪录”的行列中，这就有点黑色幽默了。面对这样的报道，受众可能很难在这里面看出

对生命的尊重，至少是，受众对以坚韧的毅力活下来的生者的崇敬开始稀释、打折。这种“破纪录”的报道方

式，基本属于娱乐新闻的报道方式，用娱乐新闻的报道方式来报道严肃的救援工作，是一种极不严肃的报道方

式，一个严肃的信息，以严肃的报道方式开始，最后却以喜剧的报道方式发展和结束，媒体应该对这种灾难新闻

的报道方式多多反思、反省。 
媒体之所以在严肃的地震报道中也存在着娱乐化的现象，表现出鲜明的娱乐化倾向，其重要原因是新闻媒体

从业人员的新闻理念始终以新闻娱乐化为依归，把新闻娱乐化作为吸引受众进而扩大发行量、提高收视率的核心

元素，作为媒体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支撑点。这种新闻理念不改变，新闻媒体的新闻娱乐化报道模式便会永远存在

下去，今后遇到突发的灾难事件，新闻媒体仍然避免不了新闻娱乐化的思维模式和报道模式。 

 

二、议程设置VS残酷的真实 
 

本次地震报道，相关管理部门对媒体的管制并不是十分严格，舆论环境相当宽松。但是，我们的媒体已经习

惯于设置议程，习惯于按照相关管理部门往常的要求和指示来采访和选择报道主题，媒体报道的这种议程设置是

媒体长期的习惯性思维造成的。 
本次地震报道，媒体的报道内容主要是报道抗震救灾及与之相关的信息，报道在抗震救灾过程中表现出来的

可歌可泣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诚然，我们的媒体应该以这些报道为主，应该弘扬主旋律。但是，在弘扬主旋

律的前提下，也可以允许媒体有一些对于灾害现场一些负面的报道。当然，这种负面报道应该是真实的，也就是

说，真实是第一原则，不能允许有半点虚构，不能为了负面报道而去编造事实，甚至妖言惑众，这就背离了新闻

的基本原则。 
在一个花园里，香花和毒草总是并存的，不可能只有香花，而没有毒草或者杂草。同样，在社会主义的中

国，有先进人物，就存在落后人物，有拾金不昧的人，也就有偷盗抢劫的人，更何况在这种巨大的灾难面前，为

了生存，极少数人人性的弱点可能会无意识地流露出来，毫无遮拦。 
在5月22日和29日《南方周末》的报道中，我们看到，在灾区存在着偷盗现象。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就“有

人偷烟”，而且是“在烟草公司偷烟，尽偷中华之类的好烟”，但这个小偷“被逮着了，送到了派出所。”“映

秀镇医院门诊楼前停着几辆车，小车的车玻璃都完好，但所有的前车盒都是被打开的，票据散落一地，明显被翻

过。中国建设银行营业厅是映秀少数的房屋结构依然保存完整的建筑物之一。但银行保险柜被扔在了废墟上，里

面空空如也。”“被抢的还有农行。”“12日地震当天夜里，就有人不顾生死钻进去了。”此外，《南方周末》

还报道说，大量还在呼救的人正在“消失”；被压男孩为了说服战士先救自己而强调“我是班上第一名”；悲伤

只在少数瞬间爆发、多数时候人们更象木头人一样站着；为了争夺一个煮饭的铁锅，村民也发生了一场争吵…… 
《南方周末》的报道内容是当时绝大多数媒体基本没有报道的，应该说，《南方周末》没有虚构和捏造事

实，也没有夸大事实，而只是把灾区的部分事实以原生态的形式披露出来，这种事实是残酷的真实，令人心酸的

真实。但这种报道内容突破了以往报道此类突发灾难事件时议程设置的内容，这是本次地震报道的一个重大突



破。在灾难来临时，人性的光辉和人性的弱点同时闪现。在报道灾区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时，媒体没有屏蔽和

隐瞒灾区极少数人暴露出来的人性的弱点。 
在灾难来临时，不可能每个人都那么遵纪守法，每个人都那么温良恭俭让，每个人都那么道德高尚、人性崇

高，难免出现一些负面的现象，那么，记者作为历史的记录者，就有必要也报道这些负面的信息，这既是对历史

负责的表现，也可以起到抑制、缓解这些负面问题的作用。如果媒体不报道，有关方面因为不知情不会引起重

视，事情的解决会缓慢一些。 
有人认为，类似于《南方周末》这样影响比较大的报纸，如果习惯于从重大新闻事件的中性或阴暗面来揭示问

题，会对社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还有观点认为，在全国军民奋起抗击四川地震灾害的时刻，《南方周

末》刊登大量文章，揭露抗击地震灾难中的阴暗面，是不合时宜的。其实，阴暗面和光明面是相辅相成的，不存

在完全的光明面，也不存在完全的阴暗面。有光明面就会有阴暗面，如果我们在新闻报道的议程设置上，只考虑

光明面而不考虑阴暗面，那么，这样的报道是不全面的，不全面的报道显然就存在着真实性令人质疑的问题。今

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正式实施，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为政府信息公开提供了

法律依据，为公众知情权提供了法律保障。信息公开，不仅是对地震方面的正面信息公开，对负面信息也应该适

度地公开，负面信息的适度报道，同样是对谣言的重大打击，能够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受众对信息有知情权，

既有知悉正面信息的权利，也有知悉负面信息的权利，如果媒体只报道正面信息而不报道负面信息，则没有满足

受众的知情权，是对受众知情权的剥夺，是与这项法规的宗旨相违背的。 
事实上，《南方周末》等媒体只不过先行一步，对于灾区偷盗现象、灾民对学校校舍等建筑物建筑质量的质

疑、有人假借救灾之名为自己牟取利益、有的官员贪污救灾钱物……这些“阴暗面”，其他媒体后来也开始陆续

报道出来，只不过有的媒体报道得早一点，有的媒体报道得晚一点而已。 
因此，本次地震报道是对以往媒体突发灾难事件报道议程设置的一个重大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次地震

报道对媒体报道是一个巨大的提升。 

 

三、媒体人文关怀有待进一步提升 

 
媒体在采访报道时，应该对报道对象给予人文关怀，特别是在巨大的灾难来临时，媒体更应该如此。应该

说，在本次的地震报道中，媒体在对采访报道对象实施人文关怀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得多。比如，我们

在电视上和报纸的新闻报道中，就很少看到血淋淋的画面和图片，一些具有强烈刺激性的画面和尸横遍野的图片

也没有被显目地报道出来，这相比以往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媒体报道的人文关怀缺失，并没有因

为这些进步就得到彻底地改变，以往一些不规范的采访报道方式和不规范的言行还是在采访报道中不知不觉地显

现出来。 
（一）报道大于一切 
在灾难面前，救援大于一切。但是，有的记者表现出报道大于一切的倾向。在灾区某地现场，有个营救员正在抢

救伤病员，但由于这个营救员挡住了摄像机位，一位主持人却对营救员说：“你让让好不好，我们先拍。”大家

都说救人要紧，这位主持人却说：“只要5分钟就好。”5月17日，俄罗斯救援队救出一名幸存者时，俄罗斯救援

队员发现，记者采访的摄像机的强光灯正对着幸存者的眼睛！这让俄罗斯救援队员非常生气。一位记者在直播时

竟然进入手术室采访，强行采访即将要进行手术的已消毒完毕的医生，将其手术衣污染，还继续问医生，已躺在

手术台上麻醉好的病人的伤情如何，耽误医生重新消毒的时间，以及病人的手术时间。在飞机上，有记者还要和

被压125小时的伤者对话。被埋了几十上百个小时，伤员已经很虚弱了，记者们还要追着左问右问，这有可能耗尽

伤员们最后一丝能量。 
是救援工作要紧，还是新闻报道第一？显然，救人应该大于一切，而不是采访报道大于一切，所有的工作都应该

让位于救援工作，新闻采访报道也不能例外，不能为了报道而影响救援工作，更不能为了报道，为了要镜头画面

效果，而漠视生还者对生命的渴望。“人的安危、人的情感、人的尊严，比收集新闻更重要。任何时候，人的生

命高于一切，尤其高于记者从事的新闻报道本身。”这是新闻工作者必须“明确”的“原则”。 ［1］ 
（二）媒体煽情 
媒体报道灾民的苦难，报道受伤者的处境，能够唤起受众的同情，激发受众的善举，这对被报道者是非常有

帮助的，但如果媒体不把握好度，过分地渲染灾民的苦痛，这就成了煽情，虽然也能够更进一步地博得受众的同

情和帮助，但对灾民来说，会加重他们的心理创伤。 
某些媒体的记者反复问灾民：“你家死了几口人？”如此之类的问题，一遍遍让灾民回忆那些让他们心碎的场

景，折磨那颗已经千疮百孔的心。一位女民警在地震中失去了自己的父母和女儿。男记者冷漠地问她在地震中是

否失去了亲人？怎么能在痛失亲人的情况下，还在拼命工作？最后问道：“你在救助这些灾民的时候，看到老人



和小孩，会不会想到自己的父母和女儿？”女民警悲伤得话都讲不出，很快昏倒。 
类似这样的提问，可能会感动电视机前的受众或手拿报纸的读者，让他们留下同情的眼泪，但是，对于当事

人来说，这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问题，这无疑是在被采访者伤口上撒盐，加深他们心灵的痛苦。1997年由英国新

闻投诉委员会通过的《英国新闻工作者业务准则》，就明确要求记者“在涉及个人不幸与震惊的事件上，必须以

同情、谨慎的方式进行询问。”［2］（P 419）因此，面对灾难，媒体应该尽可能地让外界了解灾难真相，尽可

能地以同情的方式谨慎发问，而不是过分地煽情，利用伤者的痛苦和泪水，以赚取更多的眼球。 
（三）媒体轰炸 
地震过后，灾民需要消除恐慌心理，灾区的学生更需要心理治疗来摆脱地震所带来的阴影。灾民在精神方面需

要关爱，但也需要平静和安静，如果媒体一遍又一遍地去采访报道他们，这种“骚扰”式、轰炸式的采访，会对

伤者进行反复刺激，不利于伤者恢复心理健康。 
在这场灾难中，很多人失去了亲人，还有一些人正强忍着巨大的悲痛，坚守在救灾一线。他们不仅需要身体上的

休息，也需要精神上的缓和。但是，媒体对幸存者的过分关心和报道，很有可能给幸存者带来“次生灾害”。比

如，那位被埋在废墟中唱歌等着被救的9岁小学生，因媒体和热心人的“过度关心”，以致于情绪失控，在医院里

大喊大叫。因此，很多心理学家和心理医生都呼吁：对获救人员的采访和关心要有节制，不要因此加重当事人的

心理负担。这种媒体轰炸式的采访报道，对灾民来说，不是帮忙，而是添乱；不是减轻痛苦，而是增加伤害。 
面对灾民，记者应该遵循新闻职业道德中“减少伤害”这个原则。这方面，多数国际的或行业的职业自律都

有表述。由德国报业评议会与报业协会合作起草的德国《新闻业准则》（1994年修订）提出：“当（新闻工作

者）不尊重受害者的痛苦及其家人的感情时，即超过了对事故或灾难进行报道的可以接受的界限。不得使已遭受

不幸的人因媒体的不得体报道而再次受到伤害。”［2］（P 423）美国职业记者协会（SPJ）的《职业伦理规

范》也要求记者在采访报道时，要“对那些可能因为新闻报道而受到负面影响的人们表示同情，尤其面对孩子和

没有经验的消息来源或采访对象时，要特别小心。当采访受到悲伤事件影响的人们或使用其图片时，记者要有同

情心，谨慎使用图片。要认识到采访和报道可能会对采访对象或公众引起伤害和不安，自以为是地追逐新闻是不

可取的。”［1］ 
（四）媒体逼捐 
捐助应当是自愿的。一个人，不管他是贫穷还是富贵，不管他捐多捐少，都是对灾区人民的一份心意，都是

在为灾区贡献一份力量，我们不能指责谁捐款捐得太少，这种指责就带有强迫性，是对捐款人意志的强迫。每一

个捐款者都应该被感恩，社会都应该铭记他们，是他们的爱心温暖了灾区人民的心。但是，后来的捐款开始变成

逼捐，甚至直接指名点姓地批评企业界、体育界和影视界的富翁。虽然有人说，逼捐是那些无头脑的网络暴民酿

成的。但是，媒体在逼捐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没有媒体的配合与推动，网络暴民的“逼捐”会偃旗

息鼓，至少不会形成汹涌澎湃的潮流。事实上，逼捐是在人性化的观念下产生了非人性化的结果，媒体一味迁就

受众，一味以受众为上，做出了一些非理性的报道。 
与上面媒体伤害的对象不同的是，媒体伤害的不是灾民和伤者，而是对灾民和伤者富有同情心和怜悯心，关心、

支持和援助灾民和伤者的捐助者，这些人也要得到媒体的人文关怀，而不能伤害他们的感情，打击他们的爱心。 
新闻媒体对采访对象给予人文关怀，这是一个老话题，每一次的突发灾难事件发生后，总是有一些媒体，也

总是有一些记者和编辑忽视对报道对象给予人文关怀，虽然本次地震报道在这方面比以往有所进步，但这种进步

是缓慢的，媒体对报道对象的人文关怀意识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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