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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聚众人智慧，成一家之言    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米博华    作为一个新闻评论工作者，对报纸上的楷体字
往往有特殊的敏感。
近一年，开始注意《环球时报》(下称时报)刊发的楷体字——“社评”。
 家报纸能够不间断地发表社评，没有足够的办报经验和高度职业化的团队，是很难做到的。
    也许是因为职业关系，对评论作品比较挑剔。
正如经常鉴赏佳茗， 般茶品很难得到首肯。
往往从那些“不容置疑”的论点中看出大可置疑的破绽，从那些高头讲章中发现跑风走气的漏洞。
有时，会拿出笔来，在已见报的言论作品中，删去多余的废话。
当然，在看到好作品时，不禁两眼发亮，脉动加速，含玩不已；甚至剪贴下来，学习观摩。
    时报的社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社论的看法，这与时报反映民间声音的定位有关。
时报是有影响力的报纸，但不是机关报；是解读世界和中国对外行为的媒体，但不是外交机构。
它是以民间声音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张报纸。
这样的定位赢得了游走于官方和民间的广阔空间。
它可以着正装，也可以穿短衫；它可以很“外交”，也可以免去客套。
嬉笑怒骂，多是聊备参酌的意见；咳唾成文，又未必不是政策的宣示。
这恰好弥补了中国报纸长久以来的一个缺位，也因之获得滋生发荣的机会。
这里说的改变了人们对社评文体的看法，是指从话题的设置到内容的拓展。
从体裁的选择到语言的表达，完全可以不拘一格。
时报的社评，没有多少自缚手脚的约束，没有多少瞻前顾后的顾虑，没有多少抄袭成例的拘谨。
当然，时报的立场始终以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为责任，不在舆论场上随波逐流。
这一点从不含糊。
它是以特殊方式和极富个性的表达，反映中国人的立场，传播中国声音。
    从新闻业务角度讲，时报的社评有不少值得学习之处。
    在很多情况下，政论家和政治家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处理问题的方式迥异。
政论家重说理，是非曲直必呈现于文章；政治家重实务，趋利避害中必计较得失损益。
因而，也就有了“只做不说，多做少说，不说不做，少做大说”等等的选择。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实务的思维方式也许并不为政论家所理解；反之，激扬文字也未必能够解
决棘手的问题。
这是办报的难处。
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与我多次探讨舆论导向等等问题，比如。
这样的选题是否太过敏感，那样的表达是不是犯忌。
其实，许多专业话题非我知识所及，提不出太好的意见。
但从以往的实践来看，似乎没有什么话题是绝对禁区，问题在于说些什么，怎样去说。
作者的立场决定选题的方向和分析问题的角度，这不能回避也无法隐藏。
无论多么复杂的情况。
无论多么敏感的话题，我们必须郑重回答：讨论这样的话题，阐明这样的立场，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利
益，是否有利于发展的大局。
如果“是”，那就不应该有什么不安。
领导和读者都会看明白作者立论的出发点。
立场不对，即使最精妙的“春秋笔法”也站不住脚。
时报的社评并非篇篇完善，但是它的立场是明确和坚定的，那就是热爱祖国、维护正义、追求进步。
光靠这个未必都能干得漂亮，但没有这个，绝对难以立足。
    聚众人智慧，成一家之言，是所有有成就政论家的独特本领。
即使是李普曼这样的奇才，旗下也少不了庞大的智囊团队。
时报的社评之所以能在策划和见识方面高出一筹，有赖于开门办报的运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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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进同志和我说，社评创作依靠两个资源，一是编辑们讨论，二是听取专家意见。
之后，改写定稿。
这和我们习惯的领导出题，编辑撰稿，主任改稿，总编定稿的创作流程有很大不同。
显然，“发散式”比“直线式”，更符合思想产品创作的规律。
人民日报“任仲平”文章的创作机制也大体如此。
有人说，评论家应该很专业，擅长理论思维；评论家有时也很业余，因为评论所涉及的知识和内容，
评论家未必了解。
“一切都评”的评论家很为读者所诟病。
经验告诉我们，评论家必须广泛收集各类信息，尤其重视向专家学习请教。
评论家不必也不大可能掌握从天体物理到对冲基金，从税制改革到动物保护等多学科多方面知识，但
评论家必须从政治的视角辨析是非，阐明立场，纠弹谬误，宣示观点，给出科学的思想方法，给出解
读新闻的正确思路。
    没有立场的对峙，没有观点的交锋，也就没有评论的魅力。
时报的评论大多与国际舆论斗争有关，尤其是本书“大国博弈”篇里的“文攻”，多有精彩的对局。
大国博弈不会停止，也不可回避，在国际大家庭中我们不会永远是默不作声的一员。
时报在这方面担当了重要的角色，几乎在所有涉华问题上都直面论辩对手，直击谬误的观点。
虽然在情势峻急之下，不计辞色的尖厉，不掩郁闷的心情，直率地道出中国人的心声。
这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外交工作折冲甚至转寰的空间。
从评论业务角度讲，驳论也是最富激情、最具挑战的一种工作状态。
寥寥数语，揭破骗局；短短数行，是非立现，不亦快哉!时报应保持发扬这种风格。
当然，在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会面临更多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我们应该表现出足够的从容
、理性和谦虚，充分展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和谐发展的善意，展示负责任的新兴大国的形象。
    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说，“传统观念认为那些拥有最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将夺取优势。
但在信息时代，真正的赢家是那些最会讲故事的国家(或非国家组织)。
”这显然有些夸张，但也不无道理。
中东和北非一些国家被弄得狼烟四起，固然有内在原因，但也确实有西媒的“忽悠”能量。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话语权这个话筒要抢，国际舆论这场舆论仗我们要应。
时报社评初试已见锋芒，日后亦必大有可为。
  是所望焉，谨序。
    201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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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环球时报的重要特色，环球时报社评的核心竞争力优势突出，品牌价值日益凸显。
一直以来，在环球时报“解读复杂中国，报道多元世界”的办报理念指引下，环球时报社评以明辨是
非为原则，用对应现实、对应心灵的“真话”，触及敏感话题，解读复杂中国，表达主流观点，阐释
中国立场。
其独树一帜的评论风格，被誉为中国民间舆论的代表性声音。

　　环球时报2010至2011年4月的部分社评曾由科学出版社以主题分类的方式，出版成书《讲真话的中
国：环球时报社评精选(2010—2011)》。
为了突出环球时报社评的史料价值，现将自2009年4月创办环球时报社评以来的社评文章一并按年份为
序，重新由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出版。
在此对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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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2012，中国千万别自我误读
党代会年，勿忘基层是根
印度外交部不应是狭隘民族主义的
提防美国蛮横打断亚太的“势”
别让“立场”成为造假者的保护伞
春运是艰难的，但不应是痛苦的
应公开拆美国战争威胁伊朗的台
中韩关系该“探底回升”了
藏区僧人被境外“政治GPS”锁定
别被美中“价值观之争”蒙住眼
大陆的胸怀不会被台湾问题占满
中国应设计对美国公司的反制裁
未来4年两岸应有新的破局
“大中国”不是免费午餐
缓和伊朗局势，中俄要立即行动
纪念“南巡讲话”，加速各项改革
不可对经济增速放缓患得患失
美追求“绝对安全”是在逼中俄
关心钱的多少，也关心钱的“内涵”
死刑正在中国被历史性再审视
中国是什么样的“龙”
冲击派出所扰乱藏区不得人心
把菲律宾当“出头鸟”惩罚
中国当不了伊朗危机的局外人
保护境外公民，中国的超级课题
21世纪的中美，莫硬钻回20世纪
“软顶”世贸裁决，中国不必做乖孩子
欢迎默克尔兜个大圈后回归稳健
别用“蝗虫”与“狗”清算彼此感觉
中国怎么想，就该怎么投票
“春”规：西方只管推倒不管扶起
“流氓”大了就是霸主，希望美国不是
向叙利亚局势打人中国楔子
增加确定感，中国社会的长期需求
握一手好牌，中国决不能打输
亚太和平之责应由各国分摊
把“政治解决”从嘴上移到手上
中美在21世纪不期而遇
希腊危机应带给欧洲理性
透过纷乱，看清中国的舆论主流
中国必须是有容乃大的平衡手
中美心有多大，太平洋就多大
亚洲没有谁愿意做别人的棋子
宣扬和平，即使失败也不丢脸
面对西方话语权，中国应自信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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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界需要新的雄心和梦想
民间情绪会牵制中国对欧政策
反腐败应跟上舆论倒逼的节奏
南京代表团的“谨慎”不是孤立的
欧盟想坐“道德高地”上收钱，难
制裁名古屋市长，迫其道歉或辞职
韩国莫在“脱北者”问题上逼中国
不必纠结是否加入“叙利亚之友”
对改革的共识是什么，争议是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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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死刑正在中国被历史性再审视 浙江省高院二审维持对犯集资诈骗罪的“女富豪”吴英死刑
判决。
该判决在互联网上引起很大争议。
我们认为司法独立应当受到尊重，但舆论的态度反映了一个动向：中国社会对严重经济犯罪适用死刑
正在经历历史性的再审视。
 反对处死吴英的人，理由大体是一个：这是一起经济犯罪，没有命案。
由于案犯是31岁的年轻女性，不排除这个身份帮她赢得了一定同情。
去年几起舆论高度参与的涉死刑案件，如药家鑫案，主导性意见都是要求判处案犯死刑。
其中云南邵通案，舆论是在终审未判死刑之后强烈要求改判死刑。
吴英案是近年舆论对死刑犯要求改判非死刑的少有例子。
 但看上去混乱的舆论，似乎甄别了这几个死刑之间的不同点。
药家鑫和邵通案都是命案，故意杀人证据确凿，舆论的要求是对“杀人偿命”原则的捍卫。
而吴英案是没有直接伤害生命的集资诈骗案，舆论在此案上发出的，是对“不杀人也偿命”的质疑。
 尽管互联网上的声音总是复杂的，但围绕吴英案的舆论动向仍很不寻常。
它是中国公众要求缩小死刑范围的一次态度宣示，如果将前几次舆论对死刑的介入连起来观察，那么
可以看到一个趋势：中国公众要求将死刑的适用范围局限在故意杀人罪上。
 当然这是不稳固的，杭州市前副市长许迈永因贪污罪被执行死刑，舆论中鲜有人质疑。
当“仇官心态”和“保护生命”相撞时，后者仍然处于劣势。
 虽然这次舆论的参与会再次对司法独立形成干扰，但中国公众对死刑态度的温和转变，他们对“不杀
人不偿命”的首次集体呼吁，却与人道主义对待重犯的世界司法潮流形成了契合。
 长期以来，“钱”和“命”在中国人的集体意识中是连在一起的。
部分原因是中国人太穷了。
经济犯罪如果涉案金额巨大，“以命抵债”天经地义。
这样的观念已同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司法精神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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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环球时报》社评的特殊贡献，在于它敢于在敏感问题上发声，又努力把握分寸，避免走政治极端或
人身攻讦，这需要兼备勇气，智慧及雅量，更重要的是，中国要成为自尊而受人尊重的大国，这样的
舆论空间对社会环境和国民心态都是不可或缺的。
    壬缉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中国发展是很大的话题。
胜出必有所长。
中国取得这样大的变化和成就，是有源因的，有它的道理。
《环球时报》的社评就是努力去解释为什么中国还是这片土地还是这些人民，30多年里发生如此巨大
变化的复杂性和内在动力。
    房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近十年来，《环球时报》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有国际影
响力的报纸之一。
我以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报道世界变化，而不是从所谓地球人的角度分析国际现象
；二是反映中国民众各种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而非仅仅宣传中国官方立场。
《环球时报》社评的独特性很能引得国际关注。
    阎学通（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环球时报》的社评，可以说是这份报纸的“心”，
它所见证和参与的世界和中国的变化，它所为之努力奋斗的中国崛起的目标，它所秉持的客观和理性
的思考，都为这个复杂激变时代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关键性的参照。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环球时报》要成为世界大报，就要世界级的评论版，以及培养世界
级的评论大师。
两年来，《环球时报》社评敢于直面中国问题，在不回避，不隐讳的前提下提出解决思路；在介绍外
国时，坚持中国立场。
不模仿西方，也不理想化。
它正在向世界级大报迈开坚实的步伐。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崛起的中国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多年来，《环球时报》就诸多国内外大事率先发表了见解独到的社论，经常“一石激起千层浪”，引
来全世界的关注和思考。
今天这些社论的精华又被汇编成册，成了中国崛起过程中许多观点交流碰撞的一个全面汇总，成了大
变革时代中国人声音的一个真实记录，也是中国话语走向世界的一个很好开端。
    张维为(日内瓦外交与国家关系学院教授，  《中国震撼》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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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真话中国:环球时报社评(2012上)》编辑推荐：环球时报社评报道多元世界；解读复杂中国；表达主
流观点；阐释中国立场，让你透过纷乱，看清中国的舆论主流。
它是中国民间舆论的代表性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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