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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勤珠

融媒体时代，信息稀缺已成为过去时。互

联网技术、即时通讯技术让我们可以随时随地

接收信息，也可以随时随地发布信息。然而过

多的信息、便捷的通讯技术也给我们带来一些

社会问题。本文拟针对目前信息传播出现的一

些问题，有针对性地阐述“节制”是新闻编辑

的重要专业素养。

一、融媒体时代，编辑对于新闻发布量的

节制

过去很难想象，信息有一天会成为一个过

剩的东西。在任何时代，信息都是最重要的东

西，但这仅限于优质、高价值的信息，并非所

有信息都具有高价值。而现今最大的问题是信

息过剩。信息海量推送，各种垃圾信息无处不

在，以至于人们很难在浮泛的信息中分辨出有

价值的优质信息来。新闻原本承载着厚重的传

播价值和沟通使命。然而在各种公共平台、私

人朋友圈里，人们却不得不面对各种假消息纷

飞、即时发出又被快速辟谣的新闻，不禁让人

们对新闻的真实性发出了质疑。“一项最新的媒

体内容消费调查显示，在大约6000名接受调查

的美国大学生中，有将近一半的人表示，他们

对自己在社交媒体上能否辨识出假新闻表示怀

疑。36% 的受访者表示，因为假新闻的恶劣影

响，他们对所有媒体的信任度都降低了。同时，

68% 的学生认为自己的信息过载，51% 的学生

则认为他们无法判断哪些新闻是重要的。”①假

信息、劣质信息满天飞给人们甄别信息增加了

难度，同时过量的信息发布也导致了信息接收

者头脑过载。

（一） 太多的信息量导致头脑只顾着不停接

受信息，却忘记了腾出时间和空间来消化信息。

就如孔子所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

殆。”只是一味接收信息，一直处于“学”的状

态，让人产生了一直在获取信息的满足感，以

为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进步，实际上这只是一

种“成长的错觉”。尽管脑中塞满了信息，实际

上可能是一无所获。过多信息量超出了大脑接

收度，导致无法消化，无法给信息接受者带来

后续有益的行动，正如一部低内存的电脑无法

存储运行巨量的数据。

（二） 不停歇的信息推送打扰了人们的专注

力。信息要转化为长期记忆并最终落实到有效

行动上，需要的重要因素是专注力。不停歇的

信息推送，让用户 （读者） 不停地刷手机，不

停地被新信息所干扰，反而影响了注意力。另

外，快节奏的信息推送也给用户注入了信息获

取的瘾性行为，没有给深层思考和信息转化为

行动留足空间，最终无益于提升用户的思考能

力和行动力。“互联网所鼓励的持续不断的精力

分散……互联网发出的各种刺激性杂音，既造

成了有意识思维的短路，也造成了潜意识思维

的短路，因而既阻碍我们进行深入思考，也阻

碍我们进行创造性思考。”② 《全媒派》 刊载的

调查也显示，有人已经感觉到被打扰的不安，

“大多数学生会因为收到紧急新闻感到沮丧，例

如 一 个 主 修 自 然 科 学 的 同 学 则 说 ， 她 讨 厌

Facebook 的信息流新闻，认为这是对她的一种

打扰”。③频繁的信息流新闻让人们注意力频频

被干扰，专注力被严重影响，时间被切断成碎

片，难以完成复杂的深度工作。

比如，这次新冠疫情之下，所有的新闻重

心都是关于疫情的各种相关报道，关于每天新

增数据，各省数据及应对政策、措施，疫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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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生百态等。身处其中，难以独善其身。所

有人都迫切地希望得到最新的消息，以指导自

己今后的行动：要不要出门用餐，何时可以自

在地买菜，各地通行有何要求。此时人们的衣

食住行无法离开来自互联网的各种信息。为了

满足受众需求，各媒体都将“疫情相关信息”

高频次推送给用户。这样做可以增加粉丝对此

公众号的粘性。然而，高频次的推送同样也有

负面效应。“我们上网的时候，常常会把身边的

其他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就在我们忙于处理通

过电脑传送过来的各种符号和感官刺激的过程

中，现实世界不断向后退却。”④从受众角度看，

如果一个人长期关注无数高频次的推送号，高

频次的信息推送预期易让受众产生焦虑情绪，

同时也让人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到网上，而忘

却了现实生活的真实与丰满。

从终极的意义看，用户接触到的都是信息

碎片，只是整个世界图景的一小部分。仅凭无

数的小碎片无法拼成一个完整的世界。更何况，

大数据给每个人定制了最符合个人喜好的推送，

每个人接触到的都是自己想看到的信息，大部

分人只能在“信息茧房”中自得其乐。而目前

大部分人注意力、专注力缺失，无法忍受长视

频和长文章，注意力只能集中几分钟、甚至短

到几秒钟。为迎合需求，流行的视频越来越短；

一个复杂的信息，也要撕成碎片方才呈现到用

户面前；公众号文章为了让粉丝获得更愉悦的

阅读效果，很少使用长句，一句复杂的长句要

揉碎了变成短句再呈现出来。一个简单的道理

也要用几个例证来反复说明。受众获得满足的

时间越来越短，也越来越失去耐性。长此以往，

则很难在深度思考能力方面有所提升。表面上

得到了来自全世界的消息，实际却是脑中空空。

（三） 信息过载对受众的思考能力提出了更

高要求——即有独立的思考能力、有个人主体

意识，可以辨别真伪，可以在一堆信息泡沫中找

到自己所需要的有价值的信息。这就是受众的媒

介素养。然而在“拟态环境”中，受众只能通过

“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身外世界，人们的行为

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做出的反应，而

是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

从而产生脑海图景。在这种环境中，受众的主体

意识来自何方，又要以什么作为现实参照呢？尽

管目前“受众”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提升，但是

仍要警惕受众作为接受者的被动。作为信息的接

受者，当我们天真地以为获取的信息可以成为头

脑的滋养，却不知其仅为转瞬即逝的快消品。长

此以往，受众可能失去思考的空间，只会被动接

受信息，而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

从媒介机构运营的角度看，不断发布碎片

信息的确可以在制造焦虑中吸引住受众，但是

这无法成为核心的市场竞争力。纵观当下微博

大号，其背后是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一般媒

体难有如此实力与其比肩。若采用同等策略，

一是量上达不到同一个层次，二是新闻质量上，

也难有竞争力。因此，编辑不妨将精力从“追

逐最新新闻、发布更多信息”的重心转移到另

一种策略上来：少而精。数量上可以节制一些，

在新闻选材方面可以进行多样化尝试，沉下心

来了解受众组成、喜好，进而深耕选题。比如

深耕本土本地资讯，深耕垂直领域等，而不是

企图将所有信息一网打尽。

不管是从受众角度、还是从媒体机构运营

的角度看，“节制”都是必备的专业素养。技术

的方便是一个很大的诱惑，技术的掌握及运用

则需要编辑有更大的自制力。

二、融媒体时代，编辑对于新闻“真实”

追求的节制

长期以来，客观、真实一直是定义新闻的

第一要素，追求新闻的客观真实也是新闻人的

基本素养，这是无可质疑的。在新闻实践中，

从业者需要突破种种障碍而实现新闻的客观真

实性。 但是一味暴露黑暗面的新闻也有其负面

效果。在各种法制新闻、社会治安恶性案件报

道中，对暴力、人性阴暗面的过多展示，尤其

是不加节制地展示，会带来更多负能量。比如

恶性杀人案件、性奴、打架斗殴、偷拍，大量

的负面新闻，没有带来太多正能量，着眼于

“恶”的展示，只能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增加

受众的心理情绪负担；一些突发的、质疑现行

社会秩序、道德标准的不良事件被大量报道，

挑战公众原有的道德判断标准，引起受众的负

面情绪，甚至可能引发盲目从众或其它一些过

激行为，扰乱社会正常秩序。当然，“优秀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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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者往往在负面题材中发现积极的因素，即使

发现不了积极因素，也会以建设性的态度处理

消极因素，给人以警醒、鞭挞、反思，取得正

面题材报道难以取得的正面效果；而蹩脚的报

道者，面对某些负面新闻题材，不但发现不了

里面暗藏的向上的力量，而且会以猎奇、欣赏、

把玩的心态进行报道，使人徘徊于感官的刺激当

中，难以获得精神的震撼、洗礼与反思，难以消

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相反会扩大对社会的恐惧

与不安全感，造成极坏的负面效果。”⑤恰当处理

负面题材，为避免可能引发的负面效果，对报道

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要求报道者花更多的精

力来处理相关报道。然而，在实践中，因激烈的

媒体竞争环境，有些报道未经核查就匆忙刊出

播发，严肃的媒介机构这方面可以做得更多，

但更多的自媒体、公众号为赢得公众注意、为

抢时效，往往没有更审慎的考虑，从而导致目

前的网上“负面消息”到处飞的情况。

过多的负能量不但影响了人们的安全感，

甚至引发了个别受众头脑中的某些恶念。这些

负面性新闻的负面效果远大于正向的警示意义。

杨春潇特别指出了负面新闻对价值观正在形成

的大学生的负面效应：“瓦解大学生情绪体系，

增加负性情绪体验；腐蚀大学生的认知功能，

弱化个体理性思维；破坏大学生的社会信念，

影响社会行为”。⑥从情绪、认知到行为，一些

大学生会受到负面新闻的负面影响，众多的新

闻受众同样逃不开这种负面影响。尼采曾在

《善恶的彼岸》 中指出，“与怪兽搏斗的人要谨

防自己因此而变成怪兽。如果你长时间地盯着

深渊，深渊也会盯着你”。⑦每个关注负面新闻

的人都要提防自己被黑暗所吞噬。

三、融媒体时代，编辑对于展示物质欲望

的节制

消费社会的图景很大部分是大众媒介拼接

而成的。目前媒体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过多宣

扬社会的物质欲望。除了商家赤裸裸的召唤之

外，在各个微博微信号的软文推送和整个社会

的物质氛围影响之下，“新闻”在其中处于一个

什么样的位置？是推波助澜者，还是冷静旁观

者，抑或是身处其中而不自知呢？

任何一个有职业操守的新闻媒介运营者，

都不会将“物质”作为追求的目标，但是在各

种报道中，却可能在有意无意透露出“物质”

上的追求。比如 《高颜值女逃犯被通缉后落网

曾被 12 辆悍马迎娶进门》 ⑧，这条新闻标题中

有几个关键词“首富”“炫富”“美貌”，正因为

跟这几个关键词联系在一起，“逃犯”才成为被

报道的对象。表面上是一条逃犯的新闻，背后

却能嗅出金钱的味道来。再比如 《开奔驰车进

故宫女疑似在 ins 重新炫富》 ⑨，《2 个熊孩子连

掰 14 辆奔驰车标，其中 2 辆迈巴赫 12 辆奔

驰》 ⑩，还有 2019 热点新闻 《兰州奔驰女车主

坐奔驰车上哭诉维权》，几个新闻事件都有一个

关键词“奔驰”，这几条新闻却让人对“有钱

人”的神秘生活充满了想象。公众对于“有钱

人生活”的想象和认知是通过各种社交媒体的

“炫耀”和新闻媒体报道得到的：尽管过着普通

人难以企及的优裕生活，但他们也可能会碰到

消费维权事件，他们也有孩子教育的难题。三

个新闻事件，媒体把人们对于“富裕”的过度

向往及想象夸张性地展示了出来。

虽然新闻是客观呈现真实的事件，但是新

闻的视角、选题是有主观性的。新闻采编人员

的视角既受到社会普罗大众价值的影响，也会

在潜意识中迎合受众的物质欲望。因而在新闻

中也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作者 （编辑） 的欲望是

真实存在的，新闻的叙事角度、行文、关注点

等无不展示了清晰的物质欲望，这可能是新闻

报道者的欲望，也是新闻受众的欲望，各种欲

望交织出了一张强大的物质欲望的图像。

麦克卢汉指出“媒介即信息”。在融媒体时

代，媒介的触角无孔不入。受众以为通过“新

闻”可以了解真实的世界。实际上，受众接触到

的不过是被“解读”的信息。相对于文字的间

接、抽象而言，图像，尤其是流动的图像是“更

接近真实的”媒介。然而，“电视传媒通过其技

术组织所承载的，是一个可以任意显像、任意剪

辑并可用画面解读的世界的思想 （意识形态）。

它承载着的意识形态是，那个对已变成符号系统

的世界进行解读的系统是万能。电视画面希望

能成为一个制度世界的元语言。”这也意味着，

即便是看起来十分“真实”的电视，也是一个

可以对世界进行任意解读、编排的符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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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媒体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真实世

界”的画面将以越来越便捷的方式呈现到人们

眼前。比如即时视频通话，比如网络直播，从

形式上看，这些通讯方式都在宣示着自己“不

加修饰”的真实性，这也给视频的重新编码披

上一件更加真实的外衣。

在这个貌似真实的世界里，各种创业故事、

各种发家致富的故事、各种有意无意的物欲展

示直接呈现到了受众面前。而这么多故事里成

为关注点的是财富的掌握者拥有物质财富带来

的巨大享受，还是为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实

际上，在媒体的引导下，大众关注更多的是其

享受的巨大财富。因此我们也可以经常在媒体

中看到很多身陷网贷的大学生，为了一个手机，

或是一套化妆品，借了几千块钱，最后却利滚

利，演变成数十万、上百万的债务。这些看起

来不可思议的新闻事件，却真实地展示了一个

小小的欲望最后是如何发展为深不可测的欲望

深渊，最终当事人的命运成为了欲望的陪葬。

为什么大学生容易成为网贷的牺牲品呢？因为

经历过高考重压的大学生们到了大学，失去了

学业的重压和老师父母的严厉管束，尚未进入

社会接受“社会大学”的洗礼，更容易被“消

费社会”的欲望所侵蚀。

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消费是生产的基础，

是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这种观点

让消费获得了正当性和合法性。然而，不断膨胀

的消费欲望却给人类带来了不少问题，比如资源

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环境恶化。这一切不得不

让媒体编辑思考，在选择与处理海量信息的过程

中，应该学会拒绝加入物欲和消费主义的喧嚣合

唱，并在此基础上，帮助受众保有清醒认知。新

闻第一要义是呈现客观现实，但是编辑却必须站

在高于现实的角度，才能对大千世界发生的种种

事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才能更好地引导舆论。

四、结语

编辑应该考虑到每一条发布的信息的影响

力，这才是对受众负责任的态度。编辑应该清

晰地认识到，我们的认知具有时代性。无论如

何，每个人所认知到的都只是大千世界的一块

拼图。而新闻追求的是客观真实和时效。每一

条新闻都是认知拼图上的一个小碎片，众多的

新闻为受众拼出了一幅完整的对世界的“认知

图景”。相信每位有责任心的新闻工作者都在努

力提供更接近真实世界的“认知拼图”。然而新

闻工作者也要清晰地认识到，对于客观真实和

新闻时效的追求，并不能让新闻等同于“事实”

本身、等同于真实世界；执迷于发布更多更快

的新闻，可能会导致发布的信息影响受众对于

世界的真实体验和独立认知。

此文并非反对新闻对于客观真实的追求的

必要，而是希望在此过程中能有所节制，有节

制地表达，适当与新闻本身拉开一定距离，这

样才能对于新闻本身看得更清晰。新闻编辑在

热烈地拥抱这个时代的时候，还要有清晰审慎

的眼光，保持一定的自制力，否则无法为观众

提供有价值的正能量，也没有对观众真正地负

起责任来；这样不但无助于媒介机构的运营，

而且可能成为社会诟病缺陷的推波助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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