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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心理学和文化社会学研究认为，特定社会或文化环境会影响和制约群体成员的态度和行为。先

进人物宣传的公信力的弱化，与建国后诚信道德规范的逐渐缺失不无关系。近几十年来诚信社会风气的变化，直

接或间接地加快了先进人物宣传公信力的下降。重视大众诚信心理的变化和需求，建设自律和他律的诚信宣传工

作，先进人物宣传工作才可更富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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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cultural sociology research believed that，the specific society

or the cultural environment can affect and restrict the community members’manner and behavior．The

decline of public belief in the propaganda of advanced characters is in a certain degree resulted from the

gradual decrease of faith and moral standards in the past few decades．To change such a situration。atten—

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psychological change and reqnirement of public faith and belief，and to the

building of the mechansim of restriction and self-restriction for propagomda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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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

发展和日趋成熟，先进人物的宣传工作也遇到了前

所未有的挑战，宣传效果不佳，社会影响不大，成为

困扰这一工作的主要难题。笔者认为，这一现象的

存在与先进人物宣传公信力的弱化不无关系。先进

人物宣传公信力的下降不是单一的某一个因素作用

的结果，而是一种系统性的影响结果，是多种不同层

次变量的合力。本文仅从社会心理学的宏观角度探

讨先进人物宣传公信力变化的历史变化轨迹，以期

找到解决问题的一种途径。

收稿日期：2006一II一30

作者简介：张元(1979--)，女，辽宁沈阳人，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宣传中心干事，硕士，研究方向为医院文化及职工思想政治教育。

 

万方数据



124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7卷

一、公信力是先进人物宣传

有效性的基础

一直以来，先进人物宣传不仅是日常宣传报道

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和国家重要的舆论宣

传阵地。它在唱响主旋律、引领积极健康的主流舆

论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之所以要宣传先

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就在于他们的“典型性”上，而这

种“典型性”则具体表现在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忠诚体

现着党的根本意志，全面反映着人民的心愿，正确弘

扬着社会的正气，真实展示着时代的风范。新闻媒

体在向社会提供先进人物及其事迹的同时，也在不

断地接受社会公众对自身的评价。例如导向是否正

确，信息是否可信，格调是否高尚，记者是否诚信等

等。年长日久，诸多问题答案的融合，就会逐步形成

社会公众对先进人物宣传的总体印象和对它的信赖

程度，进而对它的宣传采取完全信任、大部分信任、

小部分信任、不太信任，还是不信任的态度，这就是

公信力在起作用。先进人物宣传的公信力是指这种

宣传报道能够获得受众信赖的能力。公信力的

“信”，既是公信，也是诚信、威信。在这三个概念当

中，公信是个大概念，是全社会对某一问题所形成的

基本看法；而诚信是个人的道德规范之一，只有在群

众当中讲诚信、有威信的媒体，才会获得公信力。

只有具备良好公信力的先进人物宣传才能产生

良好的社会影响力，才能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肯

定。所以，对于先进人物的宣传而言，在人民群众心

目中公信力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宣传效果的大小。但

是，我们的先进人物宣传工作在公信力方面表现得

不尽如人意。广电总局“宣传党的意志与反映人民

呼声”课题组，2003年对6个省市的听众、观众、及

29个省市的广电系统以及中央3个台的新闻从业

人员在这两个领域分别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在“您认为新闻宣传最应该减少的报道内容”一项

中，“先进典型的报道”不约而同地被排在了第三位，

仅仅名列“会议的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活动的报

道”之后，两个领域的受调查者观点空前统一；而在

“您认为新闻宣传工作必须改进的方面”一项中，“典

型宣传”则被新闻工作者排在了所有类项的第一位，

听众观众则将其列在第二位，仅排在“会议报道”之

后。更为重要的是，在“您认为影响新闻宣传效果的

主要因素是什么”一项中，听众和观众则把“报道缺

乏可信度”列在了榜首位置!‘13先进人物的宣传效果

不佳，社会影响不大，群众不予认可的根本原因在于

听众和观众认为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缺乏可信

度”，即缺乏公信力。

二、社会心理变化对先进人物

宣传造成的影响

当代社会心理研究普遍认为，各种社会环境和

社会背景会影响人的思维、情感和行为。社会文化

学研究也认为：特定群体共同的信仰、价值、传统和

行为模式，即文化，是人们形成特定行为的依据。文

化正是通过社会化过程，由上一代传给下一代，从而

形成社会规则，制约着群体成员的态度和行为。[2]一

言以蔽之，要理解特定社会或文化背景下的特定行

为，就必须要考察其所对应的特定社会或文化背景。

社会文化的观点对于理解特定社会或文化背景下的

行为是很有用的。

在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中，对国家讲忠诚、对他人

讲信义是个人进入“止于至善”境界的必备方法之

一。浩若烟海的经典文籍里，极度美化的诚信观念

随处可见；而另一方面，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凡夫走

卒，“诚信”二字或多或少都是他们日常行为和品评

鉴赏的无形约束。“诚信”同别的方式一道渗透进中

华百姓的言谈举止中，成为公认思想模式。但从东

西文明的比较里去审视，我们会发现其弱点自身无

法克服。传统“诚信”从“人本”观念出发，强调“人能

弘道”，过分肯定行为主体的主观认识和行为，漠视

客观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对儒家学说而言，君子

讲诚信最终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实现政治理想，目

标的过分单一，严重影响“诚信”在社会各个方面的

有效展开，为当今诚信的失范埋下了伏笔。[33即便如

此，数千年风云起伏，中国传统“诚信”已取得它所能

取得的最高成就。步入近代，中国遇到“三千年未有

之大变局”，“坚船利炮”把“天朝上国”迷梦轰得粉

碎。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政治诚信观点被历史的车

轮无情碾碎，诚信在经济、信用等领域的不足被渐渐

暴露，尤其在历经建国后几次较大的政治波动之后，

社会转型时期的诚信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在各

行各业表现不一，先进人物宣传无可避免地也会受

到冲击，主要表现在其公信力的弱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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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就三个重要历史时期的分析如下，以期从诚

信缺失的角度谈谈它对先进人物公信力的影响：

1．“大跃进”时期。经过多年努力，新中国呈现

出一派前所未有的崭新气象。人民坚信党为人民谋

福利，它指引的道路铺满金色阳光。党和国家的领

导人也享有了近代其他政治力量不敢奢望的威信

力。社会秩序在重建，社会风气也在不断好转，社会

主义的新“诚信观”在逐步形成。孟泰、王崇伦等一

批先进生产者的事迹被广大人民热情接受和学习。

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党中央提出“跑步进入

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有鉴于新“诚信观”要求对党

和人民绝对忠诚，为了国家可以奉献一切，所以人民

对这个奋斗目标一呼百应，许多地方都刮起了“共产

风”、“浮夸风以⋯”各种宣传部门全部开动，为“大跃

进”添柴加火。为了达到宣传效果，“短促突击”的战

时宣传法宝再次被祭起，贯穿于报纸的各个版面和

广播的各条波段。树立先进人物，产生示范效应，

“比、学、赶、帮、超”的宣传此起彼伏，使受众热情不

断被激发。这场运动背离了事实，最后欺上瞒下，谎

言盛行，使得社会主义新诚信萌芽受到摧残。

好大喜功的冒进必然遭到残酷惩罚。1959—

1961年中国遭受到的严重经济困难，波及面之广、

损失之重，让许多人始料未及。梦想与现实的巨大

反差，让广大群众与党和政府产生了某种心理隔阂。

当年的豪言壮语如今偃旗息鼓，失真的宣传不得不

让受众怀疑，不信任宣传内容的心理认知开始逐渐

形成，宣传的公信力开始下滑。这一下降的过程在

“文革”中得到极大加强。

2．“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提倡“阶

级斗争一抓就灵”，要求人民只有共产主义理想，大

胆抛弃封建“四1日”，撕碎资产阶级温情脉脉的虚伪

面纱，将毛泽东奉为人间佛陀，对其所有指示“理解

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为了“革命”，儿子告发老子、朋友互相出卖、夫妻反

目成仇天经地义，社会整体的诚信理念受到践踏。

在这种背景下，先进人物宣传的政治“标枪”作

用被发挥的淋漓尽致，完全沦为斗争工具，“谎言重

复一千遍就成为真理”这一专制名言此时此地得到

极好诠释。宣传尊重基本事实这一公理撂到一边，

宣传者只想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强加给受

众，他们漠视人民群众基本物质和精神需求，对先进

人物和事迹“过度报道”、“极度夸张”，强迫人民接

受，态度语气也颐指气使，高高在上。这使宣传者与

人民群众之间形成了极不和谐的传受关系。

“文化大革命”不但严重破坏了诚信链条，更使

党的宣传公信力一落千丈，曾被称为红卫兵“五大领

袖”之一的蒯大富却成了反革命分子，学习毛主席语

录标兵的顾阿桃其实大字不识一个。这些先进人物

不知是值得学习，还是值得怜悯，“哀莫大于心死”，

许多人悲愤、失望之后，内心信念轰然倒塌，产生出

强烈逆向心理，越是宣传什么，越往反面去想。实践

和历史已经证明，不符合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事物

终将被淘汰，所以这种不顾事实的“吹破天”，只会事

与愿违，招来受众的强烈反弹，导致宣传效果在群众

心中的整体否定。

3．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当1978年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

设上来时，中国大陆社会主义模式没有根本性变化，

人均生活水平远低于世界平均值，反反复复的政治

运动没有建立起普遍的社会主义“诚信”观，而传统

的相关理念已遭到严重破坏。当国门打开之时，西

方文明如“洪水猛兽”般涌来。许多人深深厌恶政

治，追求西方拜金主义，把经济当成日常生活最高主

题，一时间社会几乎“人人向钱看”。加之中国转型

初期，缺乏成熟市场经济的信用意识和信用道德规

范，从经济到道德领域，“诚信”又一次受到较大冲

击。

诚信危机的爆发，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对

他人对社会的不信任，套加到对先进人物宣传的理

解上来，这一社会刻板印象以它“先人为主”的成见，

使带有明显政治目的的先进人物宣传效果不断后

退。先进人物宣传公信力受到社会整体不良风气的

冲击。而另一方面，当今的先进人物宣传和宣传工

作自身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也是公信力始

终不能提高的重要原因。这包括三个方面：首先，经

过“大跃进”、“文革”等政治运动，先进人物宣传长期

真真假假，真假难辨，导致大众最终对它形成了怀疑

排斥的心理定势，造成当前先进人物的宣传缺少威

信、不易为大众所信赖。其次，先进人物宣传仍然秉

承过去一贯的模式，很少考虑随着诚信危机的爆发

大众需求的变化，“我唱我的，你说你的”，各类人物

几十年如一日，他们的事迹还仿佛发生在计划经济

时代，必然使他们在大众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另

外，在诚信危机的影响下，宣传媒体的价值观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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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危机的冲击，从而削弱了宣传的社会责任感，更

有甚者，有的新闻从业人员一味追求先进人物的轰

动效应，因而炮制出过分渲染、猎奇的假新闻，使自

身的信誉日渐低下，令先进人物宣传者和受众之间

的人格互动愈发困难。[4]

诚信的缺失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对先进人物

宣传公信力的影响也不是马上就能突显的。虽然诚

信危机的产生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但不管怎样，我

们都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公众对政府的先进人物

宣传冷淡是历史转变时期必然出现的问题，不需要

大惊小怪，不能视之为洪水猛兽。这说明公众对宣

传的自我识别、选择力在不断提高，公民意识在不断

成熟。新变化对先进人物宣传提出新挑战，我们要

积极主动早日适应变化，使之日渐成熟并走上正面

发展的的轨道。

三、提高先进人物宣传公信力的

应对策略

首先，增强先进人物宣传的公信力，要坚持真实

即坚持宣传的实事求是原则，这是一切思想意识的

生命力，是宣传工作富有吸引力、说服力的保证。只

要宣传还是新闻的一种题材，它就必须遵循新闻基

本法则，人和事都必须真实可靠，否则一切无从谈

起，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公信力降低的局面。具

体来说，包括这两方面：一方面，传媒要把好是非关，

务必坚持客观公正原则，所有先进人物的报道均要

严格忠实于客观事实，且应尽量采取客观报道的形

式，不能以自己的喜好和主观愿望选择筛选事实来

报道。另一方面，新闻传媒必须严格把好事实关。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确保新闻的真实、准确，杜绝虚

假新闻，是社会与公众对先进人物宣传最基本的

要求。

其次，先进人物宣传的公信力，除了要有主流意

识形态的支撑外，还要有人民群众的。tl,理为依据。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体制转型时期，群众的、群体

的和阶层的社会一tl,理会有各种变化，先进人物宣传

的工作都要随着社会心理的变化而与时俱进。先进

人物有许多事迹，不可能一一列举，这需要宣传工作

者独具“慧眼”，不要回避诚信危机带来的影响，正视

大众对媒体信赖的流失，以及群众需求出现了多元

化、多层次、多变量的趋势，善于用先进人物宣传来

引导大众的精神和物质需求，对社会生活中真善美

的现象进行大张旗鼓的宣扬，对假恶丑的现象进行

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弘扬民族精神，弘扬科学思想，

弘扬社会正气；努力做到贴近群众、联系实际、深入

生活，增强先进人物宣传的时代感，加强针对性、实

效性、主动性，紧密结合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和生产

生活实际，善于用事实说话、用典型说话、用群众熟

悉的语言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先进人物。

最后，强调媒体的自律和他律，以折射出人格力

量的实际行动来影响受众。一方面，新闻传媒及其

从业者都应加强职业道德修养，恪守新闻道德规范。

新闻工作者要讲真话、办实事，自觉地以诚信理念规

范自己的言行，与各种诚信缺失现象作斗争o[53实行

“自我监督、自我控制、自我检查、自我调整”，以真正

把有失诚信的言论和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6]另一

方面，建立健全新闻传媒诚信制度体系，强化社会的

监督和约束。党的新闻主管部门应当加大对新闻媒

体诚信状况的监管力度。要建立媒体信用等级的评

价机构，增强全社会了解媒体信用状况的透明度；还

要建立起媒体之间相互监督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同

时要加快诚信制度的相关立法和修订工作，使新闻

不守信者元机可乘，使失信行为和失信者受到应有

的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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