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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信息时代的到来推动了“眼球经济”的发展，娱乐新闻逐渐变为娱乐圈的新闻，有时甚至 

沦为“绯闻”和“炒作”的代名词。当前娱乐新闻狭隘化、低俗化倾向给人们的思想行为及社会风气 

带来了极大危害。必须正确认识娱乐新闻的内涵、丰富娱乐新闻的内容，加强媒体 自律和监督管 

理，引导受众客观看待问题，并对社会舆论做出公正评价，以根治娱乐新闻的狭隘化、低俗化，从而 

发挥娱乐新闻的积极作用，正确引导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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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娱乐文化的盛行，娱乐新 闻已经 

成为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新闻 

学界对于娱乐新闻的探讨从未停止，探讨的焦点主 

要集中在娱乐新闻导向这一问题上。娱乐新闻是 

媒体根据现代人的某种需要而生产出来供人消费 

的带有娱乐性的信息产品。信息时代的到来推动 

了“眼球经济”的发展，娱乐新闻逐渐变为娱乐圈的 

新闻，有时甚至沦为“绯闻”和“炒作”的代名词，其 

新闻真实性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由此，笔者在前 

人研究的基础上拟探讨当前娱乐新闻实践与研究 

中最受关注的3个问题：娱乐新闻的狭隘化、低俗化 

现象及其危害；造成娱乐新闻错误导向的原因；把 

握娱乐新闻舆论导向的方法。 

一

、娱乐新闻的现状及分析 

随着媒体竞争的加剧，娱乐新闻报道已经成为 

媒体新的关注点。许多媒体加大娱乐新闻的报道 

量，以争取受众、占领市场。然而，就在众家媒体争 

先恐后地奔赴“娱乐战场”的同时，娱乐新闻也在逐 

渐走上庸俗化的道路，绯闻、炒作盛行，娱乐新闻就 

此变味。娱乐新闻在这场恶性竞争中的腐化，主要 

表现在狭隘化和低俗化等方面。 

1．娱乐新闻的狭隘化 

“娱乐新闻就是使人快乐、供人消遣的新闻，也 

可以理解为关于快乐有趣活动的新闻。作为新闻 

的一个类别，娱乐新闻拥有广泛的受众，也越来越 

为媒体所注重。”⋯但从当前各家媒体的娱乐新闻 

报道来看，人们对娱乐新闻的认识已陷入误区，许 

多媒体和个人都将娱乐新闻与娱乐圈的新闻等同 

起来。这一错误认识也使娱乐新闻走向狭隘化。 

“明星取代了模范，美女挤走了学者，绯闻顶替了事 

实，娱乐覆盖了文化，低俗代替了端庄”_2 J。 

对娱乐新闻概念的狭义解读使受众无法体会 

娱乐新闻的真正价值，而媒体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 

选择将错就错，在报道时将娱乐新闻与娱乐圈的新 

闻等同起来 ，混淆视听。于是娱乐圈的新闻进一步 

替代娱乐新闻的原义，不论是大众的认识还是媒体 

的报道都走进了或正在走向狭隘化的沼泽。 

2．娱乐新闻的低俗化 

娱乐新闻的低俗化不仅表现在人们对它的狭 

隘解读上，还体现在报道内容的低俗上。近年来娱 

乐界的炒作愈演愈烈，花边新闻在一些媒体上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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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主要位置。这种现象不能不让人警觉。虽然 

“娱记”在 目前的中国文化娱乐圈似乎成了一个贬 

义词，但无论如何，“娱记”首先是新闻工作者，同样 

应该承担书写历史、引导社会的责任，面对各种“中 

间地带”的新闻必须恪守职业精神和道德底线。娱 

乐新闻的低俗化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虚假新闻泛滥。真实是新闻报道的生命。 

然而，当前虚假新闻泛滥成了娱乐报道中的常见病 

症，道听途说的“新闻”时见报端，子虚乌有的报道 

煞有介事，以讹传讹，见怪不怪。 一些媒体为追求 

轰动效应，不惜违背媒体传播真实信息的社会责 

任，大肆制造一些毫无根据、空穴来风的假消息吸 

引受众，因此也就有了“洪金宝突然离世”、“李连杰 

遁人空门”等一系列虚假消息的出现。这些虚假消 

息不仅误导了受众对客观事实的认识，同时也导致 

新闻公信力缺失，影响了新闻力量的发挥。 

(2)侵犯个人隐私。据统计，当前的娱乐新闻 

中有关影视娱乐明星的报道占到近 90％，而这些内 

容大部分集中在明星们 的婚恋、情变等隐私问题 

上。揭露明星隐私成为了媒体争夺受众的武器，因 

此就有了如“冯小刚家庭地址被公开”、“窦唯烧车” 

等“星闻”。这不仅造成了时下娱乐新闻的低俗化， 

也侵犯了报道对象的隐私权和名誉。这种打着受 

众知情权的旗号肆意对明星个人隐私进行曝光的 

行为实在有违媒体伦理。 

(3)炒作盛行。与娱乐假新闻相联系的是捕风 

捉影式的娱乐炒作，此类新闻不是单纯的造假，往 

往是在现实中有一定的事情发生，在此基础上，媒 

体对之加以渲染扩大，用夸张的手法来报道相关事 

件，从而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假娱乐新闻。_4 事实上， 

娱乐新闻正逐步走上商业化的道路。今天许多所 

谓的“头条娱乐”都是媒体和消息来源共同制造的 

产物。消息来源为了突出其主导地位，经常运用各 

种公关策略积极与媒体建立合作关系，并在无形中 

介入新闻的产制过程，以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作为 

新闻“把关人”的媒体往往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主 

动配合消息方进行炒作。从社会影响看，娱乐新闻 

的炒作迷惑、误导了受众，使他们关注一些无关紧 

要的问题，而那些真正有价值的新闻事件反倒被忽 

略。例如在艳照门事件发生不久后，南方遭遇了特 

大雪灾，二者在时问上有一定的重叠，但许多媒体 

对前者的关注更加集中。这是媒体社会责任的缺 

失，是其价值观的扭曲。 

二、娱乐新闻错误导向的危害 

娱乐新闻的狭隘化、低俗化不仅误导受众，同 

时也极大地危害了人们的思想、行为以及社会风气。 

1．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危害 

媒体对其受众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一个忠实 

的媒体受众往往会形成与该媒体主张相一致的思 

想观念。无论是对事情的判断，还是对事物的看 

法，受众总是乐于使用从媒体上获取的新鲜观念来 

参与现实。因此，低俗娱乐新闻对受众思想观念的 

毒害毋庸置疑。由于娱乐新 闻的受众群主要是 

15～25岁的年轻人，这一部分人正处于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逐步形成的阶段，他们对事物的判断虽 

然开始有独立性，但判断依据多以实际经历为主， 

具有非常明显的趋同心理。l1 现实生活中，大部分 

青少年都有从众倾向，因此娱乐新闻报道什么、不 

报道什么，认同什么、反对什么，对他们具有重要的 

影响。当前娱乐新闻给青少年带来的除了绯闻与 

炒作外，别无他物。这就可能使他们在认识事物的 

过程中误人庸俗、肤浅的歧途。 

2．对人们日常行为的危害 

在“崔真实 自杀”事件发生的3天后，据韩国警 

方证实有2名韩国女子模仿崔真实的自杀手法，毅 

然上吊了结生命。而这两位都是崔真实的影迷，虽 

然未见遗书，但警方推断，她们是受“崔真实 自杀” 

事件的影响而 自尽。事实上，在“崔真实 自杀”事件 

发生之后，媒体对事件缘由的关注远远超出了对报 

道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的考虑。各家媒体纷纷奔 

赴崔生前的居住地，希望获取最劲爆的第一手资 

料。这时的娱乐新闻往往是对事件缘由的诸多揣 

测以及自杀现场的细致描绘。经过媒体的一番大 

肆炒作与渲染，悲剧再次上演，而在这之后，是韩国 

社会的“自杀”恐慌与对媒体的严厉指责。 

3．对社会风气的危害 

低俗娱乐新闻所造成的危害绝不仅仅体现在 

对个人思想、行为的误导上，同时给社会风气带来 

了许多不利影响。明星名人不为常人所知的隐私 

往往是一些“娱记”深挖的对象。他们在幕后的生 

活状态，包括今天跟谁一起吃饭、明天跟谁一起逛 

街、后天跟谁一起做运动，都作为“新闻”披露于大 

小媒体。其实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媒体与受众就像 

是套在一起的两个环，既彼此依赖，也相互影响。 
一 方面，媒体的发展有赖于受众的关注，为了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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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受众，媒体甚至不惜抛弃社会责任，抓住人 

的猎奇心理，大肆进行娱乐炒作；另一方面，受众的 

价值观、道德观也受到媒体极大的影响，受众在接 

受了媒体所传播的低俗娱乐信息之后，价值观、道 

德观也随之失衡，日积月累，这种失衡的现象就会 

从个人表现演变成不良的社会风气，最终导致低俗 

娱乐的无限需求与供给。 

三、造成娱乐新闻错误导向的原因 

1。编辑记者思想道德水平不高 

在当前我们的新闻工作者队伍中，还有人对新 

闻媒体的党性原则、新闻价值的选择标准缺乏足够 

的认识。有些新闻工作者由于政治觉悟不高、社会 

效益观念淡薄、对新闻宣传的纪律性要求认识不深 

刻，炒作思想浓厚，哗众取宠的意识取代了精挑细 

选和认真负责，一味追求所谓的“卖点”，降低了媒 

体的审美价值标准，以迎合受众的猎奇心理为能 

事，不知不觉地使自己沦为刻意追求“轰动效应”而 

制造精神鸦片和文化垃圾的“狗仔队”。 

《时代周刊》曾在“崔真实自杀”事件后对韩国 

媒体进行抨击。称崔真实自杀事件虽然“点缀”了 

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却几乎没有一家媒体谈及一 

位离婚的单身妈妈生活在保守的韩国社会所承受 

的痛苦。而作为娱乐新闻内容的选择者，编辑记者 
一 味沉溺于“爆料”中，置道德准则于不顾，费尽心 

思炒作此事，以吸引受众、实现媒体的经济效益。 

近年来，随着一些虚假新闻和新闻官司的出 

现，我们的编辑记者的道德修养也开始受到社会各 

界的质疑，这种现象在娱乐新闻报道中更是层出不 

穷。一些娱乐记者为了挖爆炸性消息，不惜采取 

骗、哄、诈、恐吓等手段采访。这完全违背了做人的 

道德准则，更不利于新闻事业的持续发展。 

2．媒体恶性竞争 

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媒体之间的竞争也 日 

趋白热化。如何在媒体大战中拔得头筹、获取更多 

的受众，已经成为现代媒体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而 

在竞争者不断增多、市场空间越来越小的情况下， 

娱乐新闻似乎成为了一条捷径，因而也就有更多媒 

体热衷于炒作和报道绯闻，即使他们知道这样是完 

全违背媒体责任的。 

3．管理方放松指导和监管 

由于认识等方面的原因，许多媒体管理者片面 

地认为娱乐新闻不必像其他新闻一样太过规范，可 

以灵活一些，充分面向市场。殊不知灵活绝不等于 

放任自流，充分面向市场也绝不等于唯经济利益是 

瞻。 应当明确，娱乐新闻也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承担着传承先进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功能，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 

的原则绝不能丢在一边，指导和监管不能放松。 

四、把握娱乐新闻舆论导向的对策 

如何把握好娱乐新闻的舆论导向不仅是值得 

媒体深思的一个问题，更是值得社会探讨的一个问 

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正视现实，采取有针对 

性的措施。在根治娱乐新 闻狭隘化、低俗化的同 

时，发挥娱乐新闻的积极作用，正确引导受众。 

1．避免娱乐新闻的狭隘化 

娱乐新闻的狭隘化现状究其缘由是因为受众 

对娱乐新闻定义的狭隘化理解以及媒体对娱乐新 

闻报道的狭隘化操作。要避免这种狭隘化，须从以 

下两方面人手。 

(1)正确认识娱乐新闻。虽然当前学界和业界 

对于娱乐新闻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从其性质 

和作用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娱乐新闻就如田华等在 

《娱乐新闻中的媒体责任边缘化及其纠正》一文中 

所指的：“它是使人快乐、供人消遣的新闻，也可以 

理解为关于快乐有趣活动的新闻。它不单单是指 

娱乐圈的新闻，而应包括对党和政府的文艺方针政 

策的宣传，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文艺体制改革 

方面的信息，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和生活等方面的 

信息，关于群众文艺活动的信息以及中外文艺交流 

方面的信息等。”_1 娱乐新闻的基本责任就是报道 

文化娱乐界的新闻，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先进 

文化，充分发挥审美和教育功能。 

在明确了娱乐新闻的定义后，我们也要认识 

到：即使是娱乐新闻，其 自由也只是相对的，它存在 

着 自由与制约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相互依存 

的。新闻自由一方面保障行为主体的自由权利，另 
一

方面也设定了不可逾越的边界。必须承认，新闻 

自由只有在法律的范围内才能实现。而媒体作为 

整个社会体系中的一分子，只有在社会平衡中才能 

取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娱乐新闻也只有在社会整 

个体系正常运作之时才能发挥其有利于社会发展 

的作用；反之，就会使新闻自由流于形式。因此，媒 

体在进行娱乐新闻报道时首先必须正视这一点，在 

法律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允许的范围内行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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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新闻报道 自由权、赋予公众知情权，以真实性 

作为娱乐新闻的前提。 

(2)丰富娱乐新闻的内容。当前的娱乐新闻报 

道往往局限在娱乐圈中，媒体每天都在围绕着明星 

和名人打转，致使受众想要了解的其他方面的娱乐 

信息报道很少。因此，要改变娱乐新闻的狭隘化不 

仅要提高受众的认识，使他们明确娱乐新闻的定义 

与作用，同时还需要媒体不断丰富娱乐新闻报道的 

内容，将视角放到整个文艺领域，而不是只专注于 

娱乐圈内的风云变幻。娱乐新闻要走的是亲民、合 

乐的路线，而不是使人无法确认的“爆料”。 

2．根治娱乐新闻的低俗化 

除了日渐狭隘化以外，低俗化也已成为娱乐新 

闻报道中的顽疾。如何根治娱乐新闻的低俗化成 

了避免其狭隘化之外的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1)加强媒体自律。要加强媒体自律建设，对 

编辑记者进行教育，增强其把关意识，提高其思想 

修养和业务能力，使其具备正确的新闻价值观，多 

采访主流文化娱乐信息，不追星、炒星、捧星。另 

外，媒体的领导层和监管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坚 

持贯彻“一级抓一级”的原则，并辅以配套的激励与 

约束措施。要建立更加完善的媒体管理体制，使媒 

体真正承担起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先进文化的 

社会责任。 

(2)提高大众的审美情趣。大众的审美情趣往 

往决定着媒体提供怎样的娱乐新闻、以何种方式提 

供娱乐新闻。有需求就会有供给。然而，如前所 

述，媒体对受众的影响很大，一个忠实的媒体受众 

往往会形成与该媒体主张相一致的思想观念。媒 

体经常提供一些高雅的娱乐信息给大众，久而久 

之，大众的审美情趣就会随之提高，二者形成互动， 

可促进良性循环。 

(3)加强监督管理。目前，虽然有《中国新闻工 

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来要求新闻工作者，但这些业 

内的白发性行规并没有强制性的法律效力，缺乏相 

应的约束力。尤其对于娱乐新闻这种新生事物，由 

于其不成熟，因而问题也就越多，也就愈加需要约 

束。_4 所以相关部门要从法律法规建设人手加强娱 

乐新闻管理，落实“谁主管，谁负责”以及属地原则， 

确保所有的文化宣传阵地导向不出问题。 

3．发挥娱乐新闻的积极作用 

娱乐新闻的作用不仅是提供娱乐资讯，使受众 

精神放松，还具有引导社会舆论、教育大众的功能。 

因此，要把握住娱乐新闻的舆论导向，就要充分发 

挥娱乐新闻的积极作用，真正为大众和社会服务。 

(1)引导受众客观冷静地看待问题。作为新闻 

中的一种，娱乐新闻也具有正确引导受众的责任。 

这种责任不仅仅停留在对新闻事件的选取上，更要 

有对受众客观、冷静看待问题的引导。应通过深层 

次的报道，使受众在接受娱乐信息之后对事件本身 

及相关联的社会现象进行反思，提高认识，用以应 

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这样的娱乐新闻才能 

真正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为新闻业的发展做 

出积极贡献。 

(2)对社会舆论做出公正评价。娱乐新闻还具 

有对社会舆论进行评价的作用。在一个娱乐事件 

发生之后，起初的娱乐新闻往往倾向于对事件本身 

的详细描述，而在后续报道中，娱乐新闻常常会对 

事件及其引起的社会舆论进行点评。就如现在常 

出现的电视娱乐新闻排行榜一样，媒体常常将一段 

时间内所发生的娱乐事件与社会反响制成电视娱 

乐专题进行评论。这是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娱乐化 

评价，更是对社会舆论的再引导，而这种再引导的 

效果往往是建立在对娱乐新闻报道的矫正与社会 

舆论点评的基础上的。 

当然，仅仅以法律的形式对娱乐新闻加以约束 

是治标不治本的，要真正根治娱乐新闻的低俗化， 

使其正确地引导受众，还需要整个社会对其进行监 

督，而这种监督的形成有赖于大众审美情趣的提 

高。实际上，媒体与大众在整个传播活动过程中就 

是相互依存、彼此影响的两极。媒体的新闻报道是 

社会舆论的“风向标”，社会大众的需求又成了媒体 

新闻报道的选择依据。在对娱乐新闻进行评价时， 

媒体需要站在公正的立场上纠正那些歪曲报道所 

带来的负面影响，将社会舆论再次引到正轨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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