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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闻专业主义在网络民粹化误导和施压下的坚守
———以“我爸是李刚”事件的传播链条为例∗

刘　 琴，王　 寅

（电子科技大学 中山学院新闻与传播系，广东中山 ５２８４０２）

摘　 要：在当下的中国，新闻专业主义正面临着网络民粹化的误导和施压，导致新闻专业

主义举步维艰。 本文以“我爸是李刚”事件为例，分析网络如何在“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
对传播文本进行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工改写，以及专业媒体又如何被“民粹化”的网络传播裹挟

远离事实真相。 在网络民粹化大行其道之时，新闻媒体更要坚持新闻专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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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闻专业主义遭遇网络民粹化
（一）新闻专业主义是职业安身立命的根本

专业主义是一种以职业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模

式［１］。 新闻专业主义包含了决定专业特征的一

些基本原则，它是新闻从业者与新闻工作区别于

其他职业的核心。 尽管中外所秉承的新闻专业主

义的核心原则并不完全相同。 但在“真实” “客
观”“全面”“公正”等原则上，中外新闻工作者的

取向基本趋于一致。 它们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影
响越来越多新闻从业者的观念和行为，成为他们

自觉追求的目标，从而不断提高这个行业的专业

地位和社会评价。 但在当下的中国，新闻专业主

义正面临着网络民粹化的误导和施压，新闻专业

主义举步维艰。
（二）何谓网络民粹化

民粹主义本质上是一个现代现象。 随着现代

经济的发展，国际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在世界各

地先后都出现过民粹主义的运动或思潮。 可以

说，民粹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和思潮。
但令人尴尬的是，由于缺乏普遍性的核心价值，民
粹主义总像变色龙似的随环境变化而变化，导致

学界很难对其下一个普遍的定义。 保罗·塔格特

说，“它是一个棘手的难以捉摸的概念，缺乏使之

更为具体明确的特征，其本性上的特点是易变性。
正因为如此，民粹主义无论作为一种观念或一种

政治运动，很难对其进行归纳性描述，更不用说给

它下一个面面俱到的普遍定义了” ［２］。
研究认为，民粹主义还是有一些核心主题的。

首先，民粹主义敌视代议制政治。 他们对精英阶

层以及国家、官僚、金融机构等充满了本能的敌

意。 民粹主义基本上不信任这些机构中的人，认
为他们不仅腐败而且缺乏智慧［３］。 其次，它是对

严重危机的强烈反应。 “民粹主义源于社会变迁

过程中，至少在一个社会团体中所形成的危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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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４］。 民粹主义者原本是非常敌视政治的，一
般情况下，他们并不涉足政治。 但是当危机出现

的时候，民粹主义者就不得不放弃他们的不情愿

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以维护他们的中心地区；再
次，在民粹主义中，有一个暗示性的中心地区的构

想，人民就居于该中心地区。 民粹主义者认为，社
会底层历来受压迫最深、受剥削最深，因而是最具

有反抗精神的阶层，是挑战现行的不公正和不平

等的社会体制的最重要力量。［５］ 因此，民粹主义

者宣称要成为“小人物”的代言人，要伸张“沉默

的大多数”的利益和意见，以对抗傲慢自大的精

英和腐败无能的政客对社会底层的践踏和

剥夺［６］。
反观当下的中国经历了 ３０ 多年的经济发展，

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由于职业、教育、户口、地区和

性别、家庭地位等差别而导致的多方位的巨大的

经济地位不平等［７］。 中国社会科学院做的一次

关于“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的全国性调查显示，
５９．２％的被调查者认为党政干部是改革开放以来

受益最多的群体，排名第一［８］。 在社会转型过程

中，部分官员一方面利用其特权身份获利不菲，另
一方面又因贪污腐败、司法不公、暴力拆迁、官黑

勾结等不断侵害中下层利益，从而使得处于弱势

地位的中下层逐渐对官员阶层产生了愤怒、绝望

等负面情绪。 以至于，一位著名作曲家在 ２０１０ 年

放言“‘文化大革命’好！ ‘文革’中破四旧、立四

新，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都是打倒有权有势有钱的人，打倒了他们，
穷人才能出头。 不然的话，我们这些穷小子哪有

翻身的机会？” ［９］，热烈欢呼再来一次“文化大革

命”，对权贵阶层再来一次大清算。
在中国当下“民粹化”的浪潮中，网民阶层作

为“受教育程度较高，但因上升通道被腐败的官

家堵塞而感觉无法施展才华”的这一群体，对官

员阶层的反感、抵触尤甚，网络于是成为“民粹

化”现身的大舞台。 每次只要某事件有丁点涉官

的成分，其官员身份都会被网民揪住“围观”半

天。 唯恐不如此，该事件就会因当事人的“官家

身份” 而不了了之，当事人也因此成为漏网

之鱼。
（三）民粹主义施压迫使媒体对民意的迎合

优先于对事实的判断

在急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某种危机使得民

粹主义者放弃他们的不情愿参与到政治活动中，
积极地维护他们的中心地区。 在当下的中国， 其

中心地区就是“社会底层”。 在部分“官员阶层”
的道德日益沦陷的背景下，“社会底层”作为与

“官员阶层”对应的群体激发了中产阶层“对工农

大众的热情向往甚至激情想象” ［１０］。 于是，民粹

主义打出了“人民”旗号以对抗权贵阶层，以“穷
人的是非为是非”，产生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

者最愚蠢”的逻辑。
每当涉官事件发生，且双方的是非对错还不

明朗、法律还没有一个明确“说法”的时候，网络

民粹化就秉承“谁是精英反对谁，谁是平民支持

谁” ［１１］的逻辑粉墨登场。 于是乎，民意所在一方

因为有庞大数量的支持者，进而对后来者的认识

产生先入为主的影响，甚至成为评判其立场的标

准。 如果媒体选择与民意站在一起，则会被认为

是“为民请命”，收获鲜花掌声无数；反之，则是媚

官媚权，则拍砖谩骂接踵而至。 这让很多媒体在

报道“涉官”事件的报道时，对民意的迎合优先于

对事实的判断和对真理的坚守，而这极易导致新

闻专业主义的沉沦。

二、“我爸是李刚”事件的网络民粹化

呈现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晚上 ２１ 时 ４０ 分，在河北

大学发生了一起交通肇事事故，事故造成两名女

生一死一伤。 而肇事者一句“我爸是李刚”经过

网络放大后，迅速超越了交通肇事案件本身，牵引

全社会的目光进入对“李刚”的人肉和热议当中。
如果我们将目光从“某公安分局副局长”等特定

身份之上转向案件本身，我们就会发现，这不过是

一起极为平常的交通肇事案件。 并不在事故现场

的李刚，却因为其官员身份，超越其制造了交通肇

事案件的儿子成为社会讨伐的主角，这也是当下

“网络民粹化”的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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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该交通肇事案件与“我爸是李刚”这句

话之间的传播链条，《河北法制报》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刊登了长篇报道《“我爸是李刚”是怎样炒

起来的———李启铭交通肇事案的前前后后》对此

进行了详解。 在此我们不再赘述其链条，只是对

网民如何在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之下，完成了

对李启铭“说的方式” “说的内容” “说的情境”
等方面的加工，从而将社会“关注的热点”从交

通肇事案件本身转移到了对当事人的“身份”的
讨伐中。

（一）在转载中，李启铭的“说话方式”被人为

夸张

经过文本分析发现，关于肇事者李启铭是如

何说出“我爸是李刚”这句话的方式，网络在转载

中经历了逐步夸张的加工和歪曲（如表 １）。 在最

早的发帖中，对李启铭的说法方式的叙述较为中

立。 事发当晚 １１ 时 ５０ 分百度贴吧的发帖《今晚

的车祸》（目前已经搜索不到原帖和任何记录）中
较为中立地叙述“他说‘我爸是李刚’”。 次日 １１
时 ３６ 分，保定本地网站“莲池论坛”转帖《河北大

学两女生被撞飞，肇事司机却扬言不怕告》的帖

子中变成了肇事者“扬言”“口出狂言”。 再到 １０
月 １７ 日 １７：４９ 分河北燕赵都市网发布《黑色轿车

河大生活区内撞伤两女生 司机还口出狂言》 的

新闻网页中，编辑在正文中将其更改为“该李姓

年轻男子却高喊”。 在之后的传播中，多数网站

均采信了“口出狂言” “高喊”等字眼。 在多次的

转载中，李启铭说话的分贝被描述得越来越大，气
焰也越见嚣张，逐渐挑起了网民中对于其嚣张气

焰的痛恨和鞭笞。
表 １　 李启铭的“说话方式”在转载中被人为夸张

对李启铭

的说话方

式的描述

他说 扬言、口出狂言 口出狂言、高喊

“我听另外的目击者说，
李确实说了 ‘我爸是李

刚’这句话，但他并不是

很大声地说的，不然我

是能听到的。”

发布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晚 １１ 时 ５０ 分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１１
时 ３６ 分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１７ 时

４９ 分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

出处
百度贴吧的发帖《今
晚的车祸》

“莲池论坛”转帖《河北

大学两女生被撞飞，肇
事司机却扬言不怕告》

燕赵都市网发布《黑色轿

车河大生活区内撞伤两女

生 司机还口出狂言》

《三联生活周刊》 报道

《河北大学车祸：悲剧的

双重性》

　 　 （二）在转载中，李启铭的“说话内容”被添油

加醋

李启铭说话的内容也在网络传播的过程中被

逐步夸张（如表 ２）。 从最开始百度贴吧的帖子来

看，李启铭所说的话还比较简单，只有“我爸是李

刚”。 但在“莲池论坛”被转帖的时候，又增加了

一句“有本事你们告去”，即变为“有本事你们告

去，我爸爸是李刚”。 １７ 日 １６ 时，网民“河大义

工”在“天涯论坛”发帖《惊！！！ 河北大学富二代

校内醉驾撞飞两名河大新区女生，“有本事你告

去，我爸是李刚”》帖子中，又在“我爸是李刚！”前
增加了“你知道我爸是谁吗？”的内容。 据《中国

经济时报》高级记者王克勤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发表的报道《河北大学校园“飙车案”调查》可知，
李启铭本人确实说过“我爸是李刚”，但据王克勤

对现场目击者的采访，都没有人证实李启铭说过

“有本事你们告去”这句话。 但当时的网络传播

基本采用了“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爸是李刚”这
个版本，因为这最符合“仇官”网络情绪的需要。
在网络逐步的加工过程中，官二代的蛮横与狂傲、
无礼与无理被无限放大，震惊了网络。

（三）在转载中，李启铭的“说话情境”模糊

不清

李启铭说话的情境也在网络传播中被有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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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地忽略（如表 ３）。 “他是在嚣张地恐吓现场

群众，还是在向熟人求助，或仅仅是对恐惧的本能

反应？” ［１２］，很多转载都缺乏对话的上下文，致使

该语句从具体的情境中被抽离，完成了“特权化”
的象征塑造，遂成为网友炮轰的对象。 在最早爆

料的四家网站包括百度贴吧、保定“莲池论坛”、
天涯杂谈以及燕赵都市网的帖子中，网友都只能

从内容知道此话是拒不下车的肇事者李启铭在保

安和学生的迫使下走出车门之后所说，但之前的

对话一概没有交代。 后来，网上出现了“李启铭

表妹”解释李启铭当时说话的情境。 帖子中说

“表哥在被拦下后，看到保卫科长，因为认识，所
以喊了句‘叔叔，我爸是李刚’，那是在求助。 哥

哥当时真的吓坏了！” ［１３］，但被网友质疑是李家雇

佣的枪手发帖，未能改变大家对李启铭和李刚的

讨伐。
表 ２　 李启铭的“说话内容”在转载中被添油加醋

对李启铭的说

话内容的描述
“我爸是李刚”

“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

是李刚”

“有本事你告去，你知

道我爸是谁吗？ 我爸

是李刚”

“我听另外的目击者说，
李确实说了 ‘我爸是李

刚’这句话，但他并不是

很大声地说的，不然我是

能听到的。”
发布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晚 １１ 时 ５０ 分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１１
时 ３６ 分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１６ 时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

出处
百度贴吧的发帖

《今晚的车祸》

“莲池论坛”转帖《河北

大学两女生被撞飞，肇
事司机却扬言不怕告》

“ 天 涯 论 坛 ” 发 帖

《惊！！！ 河北大学富二

代校内醉驾撞飞两名

河大新区女生，“有本

事你告 去， 我 爸 是 李

刚”》

《三联生活周刊》报道《河
北大学车祸：悲剧的双重

性》

表 ３　 李启铭的“说话情境”在转载中模糊不清

对李启

铭的说

话情境

的描述

网友都只能从内

容知道此话是拒

不下车的肇事者

李启铭在保安和

学生的迫使下走

出车门之后所说，
但之前的对话一

概没有交代

“表哥在被拦下后，看
到保 卫 科 长， 因 为 认

识，所以喊了句‘叔叔，
我爸是李刚’，那是在

求助。 哥哥当时真的

吓坏了！”

“而且这句话应该是对保安说的，
因为他和我们学生的交流基本都

是车刚拦下来的时候回应我们的

质问，所以这句话应该是保安和

校警赶到之后和他们说的。 后来

保安和校警就把李带到校门口保

安亭那边了。”现场目击学生梁嘉

月是武术协会成员。

刘志伟称，接警后他和

所长赵晓兵赶到河大校

园值班室，“一进屋就看

到一个年轻男子从学校

值班室里间出来，边哭

边说他错了，他叫李启

铭，他爸是李刚，说话时

带 着 酒 气， 而 且 语 无

伦次。”

发布

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１７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２１：５６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１６ 时

出处

百 度 贴 吧、 保 定

“莲池论坛”、天涯

杂谈以及燕赵都

市网的帖子

“李启铭表妹”在新华网

发展论坛发帖《李刚外

甥女：“叔叔，我爸是李

刚”，那是他在求助！》解
释李启铭当时说话的情

境，但被网友质疑是李

家雇佣的枪手发帖

《三联生活周刊》报道《河北大学

车祸：悲剧的双重性》

《河北法制日报》 报道

《“我爸是李刚”是怎样

炒起来的———李启铭交

通肇事案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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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开始有两家媒体《三联生活周

刊》《南方人物周刊》对网络热炒“我爸是李刚”脱
离了具体语境这一做法表示了怀疑和追问，但由

于追问未能清晰地还原现场，所以也没法让“喧
嚣的网络”冷静下来。 后据《河北法制日报》对参

与事件处理的保定市北市区公安分局百楼派出所

所长赵晓兵的采访可知，李启铭当时也是比较慌

张的，当他见到了熟悉的派出所所长之后，在仅有

保安在场的情况下说了这一句表明自己身份的

话。 虽然不排除李说此话的目的是想给自己找一

个靠山，但是至少提供了有关李启铭说话的具体

情境，与网络转载中所描述的“面对目击者的质

疑，嚣张高喊”的情境显然是不相符的。 但在事

件发生几天内，网络上的发帖在具体语境的表述

上都是缺失的，而“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

刚！”这句话是如此扎眼，致使这句话像子弹一样

在网络世界乱飞，击中了很多具有“仇官”情绪的

网民，迸发了他们对于“特权”“官二代”的又一次

血脉贲张的讨伐。
在如此自觉或不自觉的加工引导之下，网友

关注的热点也逐渐偏离“交通肇事案件”本身，聚
焦于外围的细枝末叶甚至于捕风捉影中。 有人总

结“河北大学飙车案”发展路线图：“李刚门———
道歉门———封口门———抄袭门———豪宅门———禁

报门———测速门———剖尸门———失踪门———解聘

门———和解门———失声门……［１４］”仅从前五个发

展链条可见，在该交通肇事案件发生后，并未在场

的肇事者父亲超越肇事者被网友推到了审判的前

台，涉嫌禁止学生发表有关该事件言论的河北大

学也被推上审判前台，还有河北大学校长王宏瑞

也被牵连进来，至于李家有多少豪宅更是属于

移花接木的谣言。 在该事件的传播中，“官二

代”“伸手通天搞定央视” “学校禁言涉嫌包庇”
“校长涉嫌抄袭”以及“李家有多处豪宅”这些信

息杂糅在一起，不断推动网民“仇官”情绪的高

涨，虚拟的网络成为现实中的民声鼎沸的宣

泄场。

三、媒体被网络民粹化牵着鼻子走

在“仇官”这一力比多的刺激下，网络对交通

肇事者李启铭“说话的方式”“说话的内容”“说话

的情境”进行了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加工。 以讹传

讹、以偏概全、情绪化发言充斥其间。 但是众多专

业媒体在运用网络资源的时候，却照搬照抄不予

核实，实则背离了新闻专业主义原则。 本文根据

《２０１０ 年世界日报发行量前 １００ 名排行榜》 ［１５］ 榜

单，选择了上榜的前面七家中国报纸《参考消息》
《人民日报》《广州日报》《扬子晚报》《齐鲁晚报》
《信息时报》以及《南方都市报》进行了文本分析。

（一）八成以上的报纸采信网络

在对七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进行分析的

过程中，发现有 ８５％的报纸在报道“李启铭说话

的方式、说话的内容、说话的情境以及关注的焦点

方面”，都与网络亦步亦趋，并没有对带着强烈

“民粹化”特征的网络资源提高警惕，反而被民粹

化牵着鼻子走，完全失去了专业水准（具体参见

表 ４）。 其中，《广州日报》在说话内容上更是添油

加醋，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Ａ９ 版发表的文章《官
二代校园醉驾撞飞两女生 事后一句“我爸是李

刚”成名言———“李刚门”事件目击者为何“集体

沉默”？》报道中甚至加上“‘看把我（的）车（给）刮
的！”，更是放大了这位官二代的蛮横与狂傲、无礼

与无理，无异于火上浇油，再次引爆了网络的讨伐。
在统计的七家媒体中，保持着清醒的媒体微

乎其微，仅《人民日报》一家媒体较为自制。 《人
民日报》对该事件仅做过一次报道，是在事件发

生 １０ 天后，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发表了一篇较

为中立的评论。 其中较为客观地表述为“河北大

学的车祸事件”，而没有引用“我爸是李刚”这句话

作为标题。 文中说“河北大学的车祸事件早已超出

一般交通事故，成为考验公众更考验所有当事人的

公共事件”。 另外，《三联生活周刊》《南方人物周

刊》也较早对网上盛行的表述和讨伐进行质疑，但
声音都太微弱了，三家媒体的理性冷静已经不能改

变八成以上媒体与网络亦步亦趋的喧嚣和浮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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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关于中国发行量最大的七家报纸的统计

说话情境 说话方式 说话内容

参考消息 当汽车被人群拦住时，李大喊 大喊 “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

人民日报
无事件报道，仅发表评论。 其中较为客观中立地表述为“河北大学的车祸事件”，而没有引用“我爸是李

刚”这句话作为标题

广州日报
下车后，肇事者未表现出丝毫的歉意，他竟

然说：
口出狂言

“看把我（的）车（给）刮的！ 你知道我

爸是谁吗？ 我爸是李刚！”

扬子晚报 在被拦截后，该肇事者口出狂言称 口出狂言 “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爸是李刚．。”

齐鲁晚报 被群众拦截又口出狂言 口出狂言 “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爸是李刚。”

信息时报
当保安拦下车时，肇事者李启名（应为“铭”）
口出狂言

口出狂言 “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爸是李刚。”

南方都市报 无 “嚣张”
“我爸是李刚。”
在 １０ 月 ２７ 日的后续报道中注明“目
前没有证据或实名目击者证明”

　 　 （二）从《参考消息》上摘录的外国媒体报道

可知外媒也与网络同声相求

由于《参考消息》摘录的全部是国外媒体的

报道，因此通过《参考消息》上所摘录的关于这一

事件的国外媒体报道，可从一个侧面观察国外媒

体的反应。 该新闻事件确实也引起了外媒的关

注，《参考消息》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第八版刊载

了《“我爸是李刚”事件越揭越黑》一文，摘载了

《澳大利亚人报》、新加坡《联合早报》以及《香港

经济日报》对这一事件的报道。 无论是《参考消

息》的标题、还是《澳大利亚人报》、新加坡《联合

早报》的报道，在关于李启铭“说话方式”“说话内

容”以及“说话情境”等方面的表述，都与网络转

载同声相求。 倒是文章最后摘录的《香港经济日

报》一针见血指出“仇官造句热所折射的是内地

社会民怨蔓延”，但是已经不能改变《参考消息》
的标题以及前两个媒体的内容给读者形成的刻板

印象。
（三）仓促配发评论企图坐实案情

《扬子晚报》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Ａ１８ 版报

道的标题为《两女大学生被撞 １ 人死亡 肇事者称

“我爸是李刚！”———据查该男子父亲是保定市某

公安分局副局长》。 该报当日还就此配发了扬子

时评《朱述古：解读河北李衙内的“炫父”心态》，
更是将“李启铭”戴上了“李衙内”的帽子，并据报

道推论“李衙内如此高调的姿态，肯定非一朝一

夕养成。 也即是说，正因为此前借助父亲大名占

尽了便宜，才会有‘权力通吃’的心理状态，也才

有紧急状态下喊出父亲大名的自然反应”。 《齐
鲁晚报》也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发表读者评论

《“我爸是李刚”不啻一封举报信》。 根据不确切

的报道写出的评论，更是将众读者的眼光聚焦于

“交通案件”之外的“涉官细节”之中，偏离了事件

本身。
（四）媒体在追寻真相路上的踌躇

更具有讽刺意义的发生在《南方周末》身上。
《南方周末》本欲突破网络刻板印象的藩篱，对李

启铭本人进行客观报道。 而且，他们确实通过对

更多的目击者以及李启铭的同学、朋友进行的详

尽调查，发现了与主流网络舆论有所不同的李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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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 但采写记者在是否刊发这一报道的时候，他
却踌躇了。 他非常担心，如果原本真实的报道发

表出来，会不会被认为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
“公关稿件”。 因为就在之前，央视《法治在线》栏
目因为播放了李刚父子长达 ３０ 秒面向全国人民

道歉的画面，被网友痛批“为官家说话”。 前车之

鉴在前，所以该记者也害怕被网络民意痛骂，害怕

被网民“人肉”。 即使是扎实的新闻报道，在面对

“盲目”的网络民意的时候，都有着此等考量、此
等踌躇。 可见，网络民粹化的影响确实很大。

四、在网络民粹化泛滥的今天需重谈

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

（一）媒体需要与网络民粹化保持距离

毋庸讳言，在当下的中国，“网络民粹化”是

弱势群体对抗社会不公以及腐败等危机的救济手

段。 但是，它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常有破坏性。
一方面，民粹主义热衷于推倒重来，而且诉诸暴

力。 在民粹主义眼里，只要称之为“革命行动”，
哪怕杀人放火，也是正义。 如贵州一官员全家被

杀，网上欢呼 “只要是杀官家，我就举双手赞

成！”，这与历史何其相似。 １８８１ 年 ３ 月，俄国民

粹派组织民意党用炸弹炸死开明的沙皇亚历山大

二世。 亚历山大二世遇刺当天还签署文件，决意

推行君主立宪改革。 一名法国外交官沉重地说：
“他死的那天早晨，正着手进行一项改革。 这一

改革本可以使他超越一切人，他本来可以使俄国

从此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这一改革就是

君主立宪。 可是无政府主义者却杀死了他。”另

一方面，民粹主义要求均贫富。 他们为现实中的

贫富两极分化愤愤不平，“同样是人，有人富甲天

下，有人一贫如洗，这太不公平了！”，他们将解决

贫富差距的手段寄希望于结果均等而不是起点平

等，因此不惜以无偿没收等暴力手段实现均富目

的。 其中所夹杂的“盲目、冲动、非理性、暴力性”
等因素使得问题讨论常常适得其反，理性的声音

和严肃的讨论常常被淹没在情绪之中。 对于网络

民粹化所夹杂的“盲目、冲动、非理性、暴力性”，
专业媒体必须给予充分的认识，才能避免被“网

络民粹化”裹挟远离事实真相，才能避免失去专

业水准。
（二）媒体始终要忠于事实，坚守专业主义

不可否认，网络等新媒体在话题制造能力和

新闻聚焦能力方面已经与专业媒体不相上下，成
为塑造当今中国社会舆论和民众心态方面的不可

忽视的力量。 在当前社会冲突加剧、各种矛盾交

织、仇官情绪井喷的今天，网络民粹化的倾向使新

媒体成为“谣言”的放大器。 面对此种现状，专业

媒体不必妄自菲薄，必须警惕被“网络民粹化”裹
挟远离事实真相，应坚守“真实” “客观” “公正”
“全面”等专业原则。 重提“新闻专业主义”，是因

为从事该工作确实有着特殊的专业技能、行为规

范和评判标准的要求。 业界人士也常常以“专

业”或 “业余” 来评判新闻产品，并赋予前者以

褒义［１６］。
美国知名新闻学者麦尔文·曼切尔在其《新

闻报道与写作》中写道：“记者好像是一个勘探

者，他要挖掘、钻探事实真相这个矿藏，没有人会

满意那些表面的材料……只要有可能，记者就应

该坚持挖掘，直到新闻的矿藏———事实真相被挖

出来为止”。 经过专业训练的专业记者只有在对

事实的追求上不打折，不臣服于那些打着“人民”
或“所谓正义”旗号的网络民粹化情绪，才能继续

保持自己的专业地位。 有着良好公信力的专业媒

体所代表的专业素养、职业操守、敬业态度并不会

因为网络新媒体的出现而贬值，它恰恰是在这个

“最好的时代”也是这个“最坏的时代”中不可或

缺的平衡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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