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记者吴明华

“在传媒政治时代。人们在‘放大眼睛’看‘两会’。会上每个人物和

细节，都在公众视野之下。众目睽睽，公共形象塑造应谨之慎之。”

每著霍案二篓篓凳嘉蓁磊皇萎
平台。在刚过去的今年“两会”中，既有浙

江团女代表集体“秀旗袍”计划引起的风

波，也有代表委员敢于直言、务实亲民得

到人们的赞赏；既有“官腔官调”遭到批

评，也有官员“网言网语”妙答媒体。在这

些精彩纷呈的“两会”公共形象塑造背

后，反映出一种什么样的趋势?公共形象

应该如何来塑造?

“花絮”背后的公共形象

《决策》：全国“两会”上，浙江团女代

表委员计划集体穿定制旗袍亮相人大会

议开幕式的事情，引起了很多争议。最终

在舆论压力下，浙江团取消了计划，并规

定一律身着正装。从公共形象的角度，如

何看待这个事件?

秦德君：“定制旗袍”亮相开幕式，是

典型的形象作秀。这种“形象思维”比较

糟糕，甚至比较搞笑。还好，它没被实施。

我们得搞清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是干什么的，角色担当是什么。开两会是

代表人民议大政、决大事，掌理国家大政

方针，不是闹着好玩。集体穿旗袍能亮出

什么样的形象?把两会当秀场，不仅透出

形象问题的上轻率，还透出对代表委员

角色担当方面、公共责任方面的某种漠

视。

王石泉：我倒觉得，从开放的角度讲

也未尝不可。因为“两会”期间是媒体聚

集、舆论聚焦的时候，所以谁有什么异常

的表现都会吸人眼球，但是形象策划要

适中。

旗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能

显示出东方女性的优雅，我觉得这个在

法律上和道德上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

但是如果过度策划，别人就会觉得有点

商业嫌疑了。所以，什么事情都要适度。

《决策》：像“旗袍秀”这样的花絮还

有不少。比如，有媒体推出“亿像素”政协

会议开幕式照片，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每

一个政协委员，在网上被广泛转载，引发

人物／访谈

Dialogue对话

网民热议。

秦德君：这充分说明传媒政

治时代的到来。在“亿像素”下，与

会者的衣着、动作、表情、神态一

目了然，人们在“放大眼睛”看“两

会”。会上每个人物和细小物，都

在公众视野之下。众目睽睽，谨之

慎之。

王石泉：这些花絮成为热点，

说明媒体和社会对“两会”的关注

度很高。从公共形象的角度来说，

也是一种监督。它提醒我们，在这

样的重要场合大部分时间都是曝

光的，所以只要有一个记者在场，你就是

暴露在媒体监督之下，必须更加注重公

共形象，保持良好形象，任何细节都很重

要。

比如，这次一些代表委员穿戴奢侈

品，被媒体拍下来，引起人们很大的质

疑，对公共形象就是一种损害。当前社会

比较敏感，领导干部特别要注意这个问

题，他们的形象应该代表主流大众，穿着

整齐朴实最好，不能太过，尤其奢侈品不

合适。

《决策》：“雷语”往往是每年“两会”

公众热议的话题，常常对公共形象造成

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今年似乎很少出现，

对一些敏感问题也很少回避了。

2012．4l决簧艏

部酆任研研王辞莪p仃

睫

．捷学旺心帮主申干斟发东心研清中蜘：§一窜哐泉宴与石学学王教教

一霹晕．上务氟诤专叫^《}一钉际

蛤国师一学导错双帆秦交院

万方数据



／

公共形象塑造应注意的问题．是中和适度、恰到好处、无为而治、此时无声胜有声

秦德君：今年“两会”，与会者“语言

形象”越来越真实开放。很多人直切实际

问题，指陈社会弊端，发表尖锐观点．这

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另一方面，害怕媒

体、回避媒体，遭遇媒体时的“狼狈”相，

也时有出现。

这引发一个问题，即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究竟应当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才合

乎参政议政的基本要求?我个人认为，凡

当选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应经过初

任培训后“上岗”。

培训内容要作专门设计，大体包括

国家政治体制、宪法法规、公共政策、任

职基本要求以及媒介基本素养等。这样，

外行话、雷人语、时髦句，以及有轰动效

应却经不起检验的“雷人提案”，就会大

大减少；参政议政的能力和效率，就会大

大提高。

不能单纯“秀”形象

《决策》：每年“两会”，都是官员和代

表委员们展示公共形象的重要场合，据您

的观察，今年“两会”在公共形象塑造方

面，有比没有出现什么新的问题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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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德君：“两会”上代表委员f『】要给

人民一个好的形象，这说明对形象问题

的重视．是个进步。但是领导者形象不是

单纯的外在形象．它是物理形象与伦理

形象、生理形象与心理形象、外表形象与

内在形象、人格形象与人性形象、职业形

象和生活形象的有机统一。

给人民的形象，主要不是着装、发型

等，主要是内在的伦理形象。代表和委员

的形象，最根本的是要从工作中体现出

来一EI：AH提案的质量、议政的质量、对
社会|、ⅡJ题的有效解决、对公共政策、社会

正义的关注和维系等。人民看重的是这

个。如果单纯地“秀”形象，只会损坏形

象、、道理很简单，形象不是秀出来的，形

象的基础在于内质和业绩，形象是靠实

实在在的东西造就的。

王石泉：从传播的角度来i井，形象有

两个层面，一是形象的表层化，另一个是

内涵，内涵和外表是互动。所以公共形象

不能光看外表怎样。要有更深层次的把

握，内外要兼顾：

今年“两会”期IbJ，总体我感觉中国

的领导干部在重大活动或媒体传播中的

外在形象、表达能力等，都在提升，总体

都在进步。比如说，现在代表委员们衣着

比较整齐，都是正装；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达能力都在提升。这与我们的大规

模培训干部和媒体环境有关系，很多领

导干部这方面的意识都在不断加强。

而且官话大幅度减少，领导干部和

代表委员们谈实质性问题的比较多。说

话直奔主题、干净利索、言简意赅，谈思

路和观点．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这是很

重要的一点，也是个非常大的进步，因为

这是媒体形象的核心。

另外有一件需要特别提到的事。在

教育界委员讨论上，政协委员葛剑雄在

没有事先安排发言的情况下，突然站起

来大声质问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要求教

育部对2012年考研泄题事件作出答复

并道歉。从形象传播的角度看，这反映了

内涵最核心的东西。

为什么?因为“两会”不是高端论坛，

更不是领导作报告，而是人民最重要的

行使权力的会议，宪法规定最高的权力

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所以无论什么职

位的高管，在人民代表面前都要虚心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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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人民的声音。如果人民代表不敢说真

话，或没有机会说话，那“两会”的形象传

播首先就出问题了。

代表委员们带着人民的呼声，在“两

会”上表达诉求，领导干部要认真听取民

众声音，这才是“两会”公共形象的内涵。

所以，“两会”的形象传播整个方向要倒

过来，原来我们都是正向传播，自上而

下，现在是自下而上。“两会”的形象传播

和形象建设，首先定位要准，定位错了，

表层形象再好，整体形象也好不了。

《决策》：这方面正好有个负面的例

子。在人大小组讨论时，烟台市委书记张

江汀说，王岐山副总理来了，“我们感到

非常高兴，非常温暖，备受鼓舞，深感振

奋，我提议以热烈的掌声⋯⋯”，结果话

还没说完。就被王岐山打断，称“这些话

全是浪费时间”。

王石泉：这就是把“两会”形象定位

搞反了。很多领导干部在行政单位呆的

时间长了，完全按照级别来想所有的事。

其实，我们有很多领导的观念没有转变

过来。

“两会”代表里有农民、工人、知识分

子，很多普通的人，在这个时候，他和任

何一级的领导从一定意义上讲，地位都

是完全平等的，不应该有上下级。在“两

会”上，领导是来听取民众意见的，从形

象定位上来说，就是要虚心倾听，认真记

录，然后作出反馈。

从代表委员的角度来说，因为是代

表广大民众发言，所以不能畏畏缩缩，显

得很拘谨、胆怯，表达要清晰、自然，要有

勇气，该讲什么就讲什么。像葛剑雄那

样，敢于真正的为民请命，这样的形象才

是内在的、真诚的，也是最能感动人的。

在形象定位方面，很多高级领导人

做得越来越好，都是带着谦虚的心态去

认真听取民众的意见，带头反对官僚作

风。但还是有很多人没有改变“官本位”

下的文化心态、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

例如。“热烈欢迎我们尊敬的⋯⋯”、

“这是谁的荣幸、光荣”等等，这些词在

“两会”上并不适合。所以，形象定位首先

要准确。希望在明年的“两会”中，领导干

部和代表委员要调整好心态，转变观念，

这是非常关键的。

公共形象如何塑造?

《决策》：据报道，现在有一些专门为

官员进行形象策划或形象设计的机构，

有人认为这有利于提高官员自身和政府

的形象，也有人担心在这样的策划下，公

共形象成了表演。我们如何来看待这种

现象?

秦德君：人类已进入注重行政技术

的时代。无论在国际政治中，还是在国家

政治中，行政包装技术已运用得相当普

遍。20世纪下半叶，领导者个人形象管

理开始成为国际咨询界专门服务项目，

成为一项新兴业务。上世纪90年代初，

全美从事这方面的专家，已形成一个庞

大的群体。

行政包装或政治化妆作为一种公共

形象行政技术，如果与“伪装”之类做出

道德上的区分、划清必要的界线，那么它

是有广阔运用前景和价值的。

前驻法大使、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吴

建民曾对媒体说：“中国的领导人需要形

象顾问，这是一门学问，你跟外界交流，

你怎么样一个形象最好?走路该怎样走，

应该有什么样的眼神，你这个手势应该

怎么样，都有很多讲究。”他举例说，“法

国总统希拉克的顾问是他的女儿，他过

去几次竞选总统竞选不上。女儿给他提

意见，说你把戴的这个黑眼镜去掉，这个

眼镜给人看了太严肃了，戴一个隐形眼

镜，然后讲话应当怎样，这个很有效。”

形象策划、形象包装是通过一定技

术手段，优化行政外相，完善个性特点，

彰显领导风格。但是“包装”如果把握得

不好，就容易走向伪装，导致表演泛滥、

作秀成灾。

整容、美容都是外相装饰行为，说到

底，是一种物理“造型艺术”。尽管政治

家、公务活动家的外相包装是必要的，但

这决不是“形象工程”全部。公共形象艺

术除了要合乎形式美一般要求外，更重

要的是应当合乎伦理正义的要求。所以

应当更重视领导者形象的人格和伦理方

面，重视内质上的提升，不能仅仅拘囿于

外在形象的包装。

《决策》：在"-3今传媒政治时代，公共

形象应当如何塑造?

秦德君：1952年，美国电视介入政

治宣传．被认为是领导人媒介形象问题

自觉地运用于政治生活的发端。今天，技

术统治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

的彻底改变。

今天所处世界，已与以往各个时代

有了更大不同：一是简单化、脸谱化的大

众认识方式；二是生活化、全覆盖的传媒

介入方式。这两大特征，约定了今天社会

生活的基本风貌，决定了公共形象艺术

存在发展的必要，它是适应了上述“现代

性”出现的。

领导者形象艺术，简单说，是关于领

导者塑造公共形象的一套公共理性、方

法和技巧。这当中最重要的，是要按照真

实性原则，在体JI吾时代精神、把握职业特

征、遵从公共逻辑、尊重个性特点、确立

形象坐标的基础上，提升公众的形象评

价。

但是，领导者的形象艺术要接受正

义原则的考量，这是形象行为的准则。有

的领导者有政绩冲动和表演嗜好，动辄

“新举措”、“新套路”、“新花样”，惊天动

地、改天换地、呼风唤雨而不顾劳民伤

财。种种巨大声响和政绩动作，造成政务

形象的毁损。

还应当注意的是，形象策划玩的是

大智慧，不是摆弄小聪明。缺乏通观全

局、缺乏思想含量和专业基础的小聪明，

是形象行为之大忌。它不但于事无补，还

常常弄巧成拙，应以力戒。

公共形象塑造应注意的问题，是中

和适度、恰到好处、无为而治、此时无声

胜有声。说到底，有个性魅力的公共形

象，是靠内在、本色的这些有生命力的东

西，而不是依赖于外在技术手段。形象包

装和管理，是为了优化本色，而不是为了

消除本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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