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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判断在新闻评论中的作用 

时间：2005-1-24 18:55:20 来源：人民网 作者：郑虹 阅读1650次

  

 “新闻评论是就当天或最近报道的新闻，或者未见诸报端但确有新闻意义的事实，所发表的

具有政治倾向的，以广大读者为对象的评论文章。”（1）“新闻评论是就当前具有普遍意义

的新闻事件和重大问题发议论，讲道理，有着鲜明针对性和指导性的一种政论文体，是所有新

闻传播工具的各种评论形式的总称。”（2）由学者们对新闻评论的定义看出，新闻评论是一

种意见体系和意见传播活动。从认识论上讲，它的基本功能是对新闻进行认识。“评”即批

评，评价，“论”指分析和说明事理。而判断作为认识事物的一种工具，在思维活动过程中，

是一种最直接、最集中、最有效率的认识形式和认识过程。因此新闻评论离不开判断，判断是

新闻评论最核心的手段和价值。（3） 

  《中国大百科全书》对判断的定义是：“判断是对所反映的对象有所肯定或有所否定的思

维形式。”由此可见，判断是在客观反映对象基础上做出的，有所肯定或否定是判断最显著的

特征和标志。在新闻评论中，作者的判断包括这事是什么、什么原因造成、结果怎么样、影响

如何等。作者判断的过程，也就是对事物的认识从个别到一般，从偶然到必然，从现象到本质

的深化。对事物做判断有两种形式：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前者从事实本身出发进行认知、分

析。表现为客观的、闭合的、唯一的（唯一正确），其判断的结果随着事件发展得到验证。后

者以一定价值标准为依据，表现为主观的、观念性的、开放的，对同一事件可以有不同的价值

判断，见仁见智，不一定唯一正确。简单说来，事实判断解决真伪问题，即是否存在，如“你

偷钱了”；价值判断解决善恶问题，即是否为善，如“你偷钱是不正当的。”同时价值判断还

包括应有、超然性的“应该”观念，体现出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从而激励人们以现实为

起点去克服缺陷，追求完满。体现在新闻评论中，事实判断是通过作者深入调查研究，获得对

事实本身的深入了解，透过现象，挖掘其本质，展示给受众真相。价值判断则是对发生的事

实，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查看其意义、价值。不同的人对不同新闻事实的价值进行判断，评论

什么，不评什么，着重评什么，往往取决于作者自身的价值观，具有更强烈的主体性和相对

性。 

  在一篇新闻评论中既要有事实判断，也要有价值判断。事实判断是血肉，价值判断则是灵

魂。失去了事实判断，评论便失去了科学性和公正性；失去了价值判断，评论便失去了正义性

和向善的追求。新闻评论表达的是作者的观点，即这事我怎么看，而为了追求评论的客观理

性，作者往往淡化“我”的意识，不直接表述“我认为怎样”，而是把自己的价值观念通过大

量的事实判断来表现，让受众体会“事实表明什么”，“事情应该怎样”。如果说新闻报道的

客观公正性是通过对事件提供尽可能真实全面的报道，让受众自己得出结论；那么新闻评论则

是通过揭示事实之间的逻辑联系，引导受众看清事实的本质，准确判断事实发展趋势和前景。

新闻评论的作者必须深入分析评论的事实材料，多角度多侧面地判断事实，分析事实之间的联

系，把握事实在社会和历史中的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并用大家都熟悉

的历史性的、经验性的、规则性的、真理性的等事实判断来加以阐述和证明。这样的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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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确凿，以理服人，并与实际生活相结合产生积极影响，这也才能达到新闻评论真正的目

的。 

  不妨以“人体胎盘宴”话题为例，比较两篇评论，来更深刻理解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运

用。一篇是发表在凯迪网络上的《“人体胎盘宴”背后的劣根性》，一篇是发表在11月4日

《中国青年报》上的《吃胎盘无关“吃人”和国人劣根性》。第一篇文章开篇就表明“自己的

感受……变态，劣根性”（价值判断）。第二段进一步阐述这种行为“荒谬及可怕是不需任何

论证的”（价值判断），接着与婴儿汤、人血馒头、“人乳宴”对比表明“更让人无法接受”

（价值判断）。第三段分析原因“文化、民俗等诸方面的劣根性，至少要对商业伦理、乃至整

个人伦理念的不健全做出反思”（价值判断），接着采用“简直就是人性的迷失”、“漠视一

切基本价值、缺少对基本行为底线反躬自省”等等价值判断来阐述劣根性。最后作者联想到

“肾亏文化”、“进补热潮”具有“毫无科学道理的愚昧性”（价值判断），并用一则八卦新

闻来证明。甚至联想到更大程度的危害“动物被吃成濒危，植物被吃成绝迹”等。再看第二

篇，首先从中医学角度对胎盘进行认识，“胎盘就是……，查中医药用典籍，……如下功

效……”（事实判断），结合实际“体虚多病的人来说，吃了可以治病，对于无病体健的人来

说，吃了可以强身”（常识，事实判断），“我就吃过不少胎盘……”（事实判断），然后提

出吃胎盘好但也要注意卫生，“觉得这家餐馆还是做得比较好的”（价值判断）“这些胎盘都

是从当地一家医院买来的……没有乙肝病毒和其他传染病”（事实判断）。接着分析中国劣根

性“中国因其历史悠久，定然是有不少劣根性”（事实判断）“比如讲面子，……（美国作家

亚瑟·亨·史密斯《中国人气质》）……在鲁迅的作品中也有所揭露，如……”（事实判断）

“胎盘即紫河车既然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中医药的药品之一，无论如何都不应算作劣根性

吧。”（事实判断基础上的价值判断）最后提出观点“此事既不违法又不违章”（价值判

断）。 

  对比两篇评论可以看出：1、对事实的价值判断应基于这个事实本身，扩大事实范围或把

貌似相关的事实放在一起分析所得出的观点会发生偏移。吃胎盘与喝婴儿汤、吃人血馒头有本

质区别，得出的价值判断也不一样。2、对事实进行判断，首先应对事实的本质进行剖析，这

就是概念。普通逻辑认为：“概念在判断的形成中具有重要意义。”“判断的形成、变化和发

展正是概念的运用和具体化。”对同一个事物，从不同角度进行概念界定，会得出不同的判

断。正如对于“胎盘”的本质，第一篇从伦理道德角度界定，第二篇从医学角度界定，从而前

者认为是人性的迷失，而后者则认为是治病强身的良药。后一种角度更客观权威，判断也更令

人信服。同样如载于1985年《人民日报》的《收起对策，执行政策》一文，从对策和政策的概

念入手，并在对二者具体现象展开基础上，提出作者的判断。这也符合认识规律，要让受众认

同作者对事件的看法，首先应让他们知道这个事物是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3、价值判断的

说服力必须由有说服力的事实判断来体现。“据说……”“八卦新闻表明……”这都难以使人

信服，事实材料首先应该是确实存在的。大话、空话、套话，用抽象演绎抽象也不能说服受

众，具体材料、客观真理、法律法规等事实判断推导和应证的观点才具有说服力。4、以价值

判断来主导事实判断，容易导致评论者依照主观感受，或先验的观点为出发点，自说自话，自

圆其说，而与事实本身脱节。第一篇文章正是犯了这样的失误。而只有基于事实判断基础上的

价值判断才令人信服。5、扩大事实判断的范围，把评论的事件任意扩大到一个群体，一股风

潮，一种文化等，一评起来便上纲上线，拔高事实的影响，夸大事实的价值，也是评论容易犯

的错误。6、新闻评论者的价值判断应归结到社会公共的评判标准，如是否符合法律法规、道

德规范、公正平等的价值取向等，这就要求评论者具有社会责任感、道义感和法律法规意识。

李普曼一生发表过上万篇评论，而他“衡量一切政策的框框是看其是否行之有效，是否符合

‘国家利益’，是否深入人心。” 

  在信息泛滥的今天，新闻媒介需要经常不断地通过社论、评论对重大的新闻事件发出自己

的声音，表明自己的主张，为受众提供权威的可靠的舆论引导，尽量消除信息中的噪音，对社

会的良性发展起到一种引导和监视器的作用。（4）而长期以来媒体的政治宣传任务使评论往

往只是单纯的价值判断。随着媒体越来越成为公众利益的代言人，更加贴近现实生活，也已经

 



由单纯价值判断走向事实判断，关注事实本身，探索事实来龙去脉，揭示事实真相，预测事实

走向，对于善恶美丑的评判更加注重为受众的理性思考提供思路。文风上也由空洞的理论说教

转变为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事例来启发受众。 

  1988年范荣康在《新闻评论学》中写道：“由于长期以来在报刊活动中，新闻和评论分

离，配套供应，逐步形成了一种定见：新闻只是报道事实，评论只以新闻为由头，特别是党报

评论常常被认为是发议论，讲道理的文章，更形成了忽略材料的偏向。现代报刊的新闻，已突

破了只报道事实，不提供分析的框框，朝着夹叙夹议的方向发展，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而新

闻评论仍满足于大发议论，企图靠议论去说服读者，不注意运用材料，靠事实去说服读者，这

个问题同样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2004年人大教授涂光晋在《新闻评论的历史性变迁》中认

为目前新闻评论已经由“传播意见性信息为主到传播事实性信息与意见性信息结合。以往新闻

报道与新闻评论最大区别是，前者主要报道事实，后者着重分析、议论。现在新闻报道与新闻

评论边界日益模糊。”“以评价议论为主到评价议论与深入解读相结合。……仅靠简单价值判

断与是非判断已很难满足受众需求。这也是为什么专业性很强的国际评论、法治评论、财经评

论比一般思想评论、社会评论更受人关注的原因。”（5）在新闻评论的巨大变迁给专业新闻

评论者提供了方向，即牢牢把握事实判断，剔除依情绪发言，为我所用等非理性因素，保持价

值中立，在经验知识基础上正确地分析事态，预测事态，注重思想交流。不断积累某个领域的

专业知识，培养公共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专业学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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