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

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

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

影响$ 其中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份$ %!"#作为一种强大的

社会力量#舆论的影响力不容忽视#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舆论#
仍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历史上对舆论的两种看法

!!肯定学派认为舆论是正确的!理性的"应该顺从舆论#
他们认为#人类是有理性的&有才智&会思考#有较强的分

析理解能力#舆论是人类在获得大量的&完整的&有说服力的

信息后作出明智的判断#因此应当尊重舆论&顺从舆论$ 这一

学派的代表人物有亚里士多德&卢梭&洛克&休谟&杰斐逊&马

克思等$ 他们都从政治民主&尊重人权的角度#对舆论持肯定

态度$ 卢梭充分肯定了舆论的巨大力量#认为它是正规法律

之外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
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

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的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

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

制精神# 而且 可 以 不 知 不 觉 地 以 习 惯 的 力 量 代 替 权 威 的 力

量$ %!$#卢梭提出#任何强权都必须尊重舆论#否则便无法维持

其存在$ 杰斐逊那句著名的话!如果让我来决定#到底有政府

而没有报纸#还是应该有报纸而没有政府#我将毫不犹豫地选

择后者%!%##意思就是必须通过报纸让人民充分地了解公共事

务#让公众舆论能够自由表达$
肯定学派在充分肯定舆论巨大作用的同时#也看到了舆

论非理性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对舆论表示了否定$ 如马克

思既重视舆论#也蔑视舆论$ 他那句名言!走你的路#让人们

说去罢%!&##就是对舆论非理性一面的认识$

"!否定学派认为舆论是不正确的!非理性的"不应该顺从

舆论$ 他们认为#人类个体是非理性的#理解能力&分析能力

都十分有限#极易受到周围人的影响#接受外来信息而形成态

度#随意性较大#具有自发性&混杂性的特点$这一学派的代表

人物有柏拉图&黑格尔&李普曼等$黑格尔承认舆论中!隐隐约

约地映现着的本质基础%# 但又认为应该对舆论不屑一顾#他

说(!由于在公共舆论中真理和无穷错误直接混杂在一起#所

以决不能把它们任何一个看做的确认真的东西%#并称#!谁在

这里和那里听到了公共舆论而不懂得去藐视它# 这种人决做

不出伟大的事业来$ %
否定学派在否定舆论的同时#也看到了舆论的巨大作用$

如上面提到的#黑格尔蔑视舆论的同时#也承认!公共舆论又

值得重视%#!无论哪个时代# 公共舆论总是一支巨大的力量%
!’##表达了他重视舆论的一面$

总之#上述观点只是表达了舆论发展过程中的两种主要倾

向#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有其相对性$

二!舆论的两面性"理性和非理性

上述两种学派的观点都有道理#如果过于强调一方面#就

会走向极端$其实#舆论既有理性的一面#又有非理性的一面#
它们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混杂在一起的#这是因为大多数

人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理智和感情都会影响

人们的态度和行为$
如 ())% 年曾经引起极大反响的 !孙志刚事件%# 引发了

民众通过各种媒介就中国的行政执法和暂住证制度等问题进

行热烈讨论# 并 强 烈 要 求 有 关 部 门 公 开& 透 明 地 处 理 孙 事

件# 形成声势颇大的舆论浪潮# 最终导致了收容遣送制度的

废除# 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是个大大的推动$ 人民网在当年 *
月 (( 日发表 评 论 )从 !收 容 遣 送% 到 !救 助 管 理%* 中 认

为( !这八个字的转变# 折射出一种人性和理性的光芒# 是

我国新一届政府实事求是# 尊重人民意愿" 与时俱进的一个

具体表现+% 可见# 舆论作为人民意愿的汇集# 充分显示了

其理性的" 建设性的一面# 是值得尊重的+ 但就在这些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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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 也不可避免地混杂着非理性的成份" 少数民众为表达

自己的愤怒之情! 喊打喊杀! 以过激的# 不理性的号召来面

对孙案" 事后有网友反思$ %为什么在网络上的一片喊打喊

杀声里! 主张有序# 法制# 理性# 坚韧# 举一反三地解决孙

案的声音相对比较孱弱呢&’

!""# 年 $ 月 %& 日! 一审被判死刑的沈阳黑社会组织头

目刘涌被改 判 死 缓! 立 即 舆 论 大 哗" %刘 涌 不 死! 谁 人 当

诛&’ 的恕号震耳欲聋" 大部分舆论表现出来的是杀之后快

的咬牙切齿" 参加了 %专家论证会’# 并为刘涌案出具有关

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的证明的 %’ 位法学专家! 遭到了铺天盖

地的讨伐! 人们不再从法律角度讨论 %专家论证会’ 的必要

性与正当性! 而 是 从 道 德 的 角 度 抨 击 甚 至 人 身 攻 击 法 学 专

家" %在这些讨伐文章中! (文革式) 的语言正大光明地复

归中国社会’" ()* 在杀刘舆论的巨大浪潮中! 也有不少并不

涉及刘涌生杀问题的评论! 而是质疑行政权力是否干预司法

独立审判问题! 他们在乎的并不是刘涌的死活! 而是刘涌为

什么被判了 死 刑! 又 被 改 判 死 缓! 这 当 中 是 否 存 在 司 法 腐

败! 有没有见不得阳光的东西存在! 但这些理性的声音与杀

刘舆论相比显得较为微弱"

三!如何正确对待舆论

因为舆论的两面性! 因此过份强调任何一方面都是不恰

当的"过份强调舆论是非理性的#不正确的!否定舆论的作用!
可能造成舆论控制*过份强调舆论是理性的#永远正确的!应

该无条件#无原则顺从舆论!则有可能媚众" 我们正确对待舆

论的态度应该是! 既要看到它理性的一面! 也要看到它非理

性的一面!既要保证舆论的公开#自由地表达!又要防止媚众"

!!引导而非控制!使舆论从非理性向理性转化"
控制舆论是一种极其愚蠢的做法" %堵不如疏’!其中的道

理中国的古人就已明白" 即便是藐视舆论正确性的黑格尔也

重视舆论的自由表达!他说$%如果他尽了他的职责!就是说!
发表了他的意见!他的主观性就得到了满足!从而他会尽量容

忍" 在法国!一直显得言论自由要比默不作声危险性少得多!
因为后面一种情形! 怕的是人们会把对事物的反对意见扼在

心头! 至于论争则可使他们有一个出口! 而得到一方面的满

足!何况它又可使事物更容易沿着本身的道路向前推进" ’(+*

对于舆论中非理性的东西!引导是比控制更明智的做法"

!""% 年网上对%,+%%’事件的讨论就经历 了 一 个 从 非 理

性到理性的过程"由于此前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

件’和%中美撞机事件’!中美关系一度陷入僵局"%(,+%%)事件

一发生!网上各论坛马上充满了幸灾乐祸的声音!美国被描绘

成一个遭到报应的倒霉者! 拉登则被美化成具有反抗精神的

英雄" ’($*在此情形下!媒体开始引导舆论从这种非理智的个

人情感宣泄向理性思考转化" , 月 %! 日晚!人民网的强国论

坛上发了一篇题为%我们有理由幸灾乐祸吗&’的帖子!作者写

道$%中美关系近年来的矛盾不应该影响我们对美国目前遭恐

怖分子袭击事件的态度"前者属于国与国#政府与政府之间的

矛盾!后者则是善与恶#光明与 黑 暗#正 义 与 非 正 义 的 冲 突"
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应该分清两者的区别!在心灵中放一架

是非天平!站在关怀整个人类的立场上!发出正义的声音" ’
后来的舆论逐渐从以幸灾乐祸为主导变为以反思为主导!表

明民众的思考趋于成熟和理智"

%孙志刚事件’中新闻媒体的引导也颇有意义!使舆论从

开始对涉案者的谩骂和愤怒之情的表达!变成对遣送制度的

反思" 媒体指导民众学会运用法律手段为自己争取宪法所赋

予的权利!充分显示了理性的力量!最终使此案上升到修改甚

至废除相关法律法规的层次"

"!理性而非媚众!防止#多数的暴虐$%
一位学者在反思刘涌案时写道$%我记得(文革)的时候!

上面经常发下来一些未决的案情!让革命群众坐在一起讨论"
大伙儿听到罪大恶极的杀人#强奸#反革命案!愤怒地一起怒

吼$死刑死刑!立即执行, 无数的冤魂就在群众的吼叫中产生

了" --善良意志假如没有法律的规约!同样会好心办坏事!
形成多数人的暴政" ’(,*

这种将多数人的意志无理地强加给少数人的作法!被自

由主义思想家称为%多数的暴虐’" 一百多年前!英国思想家

密尔曾在他那本.论自由/中提出要防御对于这种%多数的暴

虐’现象$%对于得势舆论和得势感想的暴虐!对于社会要借行

政处罚以外的办法来把它自己的观念和行事当作行为准则来

强加于所见不同的人!以束缚任何与它的方式不相协调的个

性的发展!甚至!假如可能的话!阻止这种个性的形成!从而迫

使一切人物都按照它自己的模型来剪裁他们自己的趋势000
对于这些!也都需要加以防御" ’(%"*

在一个专制统治的社会里!民众被蒙蔽!民意被愚弄!舆

论被操纵!这时舆论就会成为草菅人命#滥杀无辜的工具" 这

已经为二战法西斯的猖獗行径所证实!也在文革时期的杀气

腾腾中体现" %人在群体中!无论是实定空间式的集会还是虚

拟空间网络式的会聚!都可能会因为消失于人山人海之中而

(无所畏惧)!这时人的理性能力很低!甚至出现广场效应!而

灵魂异化!成为一个毫无脑子的人!像被催眠了一样!高喊口

号的人指向哪里!就走向哪里!叫杀谁就杀谁--’(%%*在这种

情形下!如果盲目顺从舆论!就是媚众!此时只有理性的力量

才能避免多数人的暴政!避免悲剧的发生"
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我们同样也要防止媚众"

!""! 年 ! 月! 清 华 学 子 刘 海 洋 硫 酸 泼 熊 事 件 发 生 后 !
一时群情激愤! 媒体纷纷口诛笔伐" 在舆论面前! 刘海洋一

下子从一个天之骄子变成了一个让人唾骂# 禽兽不如的社会

渣滓" 在铺天盖地的舆论轰炸中! 刘海洋被学校给予留校察

看处分! 被取消了保送研究生的资格! 被派出所超期拘留了

很多天! 案件未经审理就被大家认定有罪# 应该坐牢并且重

判! 可这些都是正确的# 理性的吗& 一名网友发帖说$ %刘

的行为的确让人感到厌恶! 他在用酸液泼熊时所表现的残忍

也决不符合广大善良人士的道德规范" 可是我们并没有权利

把我们不喜欢的每个人都投进监狱! 杀之后快" --对刘海

洋铺天盖地的舆论轰炸也早点结束吧! 当人们从狂躁中冷静

理 智 应 对 舆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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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时! 该反思的决不仅仅是刘海洋"# 值得庆幸的是! 法

院在时隔一年之后才对这个案子进行审判! 防止了被告人在

群情激愤时为舆论所伤! 使判决不是媚众的产物而是理性的

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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