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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Wave of “New Yellow Journalism” in the Internet Era

Hu Xinyun

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short video news, the phenomenon of “new yellow news”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which is regarded as the return of “yellow new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ew 

yellow news”, adopting the combination of vertical historical combing and horizontal theoretical 

analysis to summariz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yellow news” and “new yellow news” 

in terms of form, content and value demands, It summariz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yellow journalism” and “new yellow journalism” in terms of form, content and value appeal, and 

analyzes the underlying logic and influence of “new yellow journalism”. The “New Yellow Journalism” 

i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news, through which journalism can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human and technology, and news and society, 

update the concept of journalism, and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better development of 

jour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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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互联网时代下的“新黄色新闻”潮
胡馨云

摘  要：随着短视频新闻的兴起，“新黄色新闻”现象日益凸显，被认为是“黄色新闻”的回

潮。本文就“新黄色新闻”展开讨论，采用纵向历史梳理与横向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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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新闻”和“新黄色新闻”在形式、内容及价值诉求方面的异同，同时分析“新黄色新

闻”产生的底层逻辑及影响。“新黄色新闻”是数字新闻发展的契机，借由它的出现新闻业得

以重新厘清传统与创新、人与技术，以及新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新新闻理念，为实现新闻

业更好发展提供指引。

关键词：“黄色新闻”；“新黄色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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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黄色新闻”与“新黄色新闻”

“黄色新闻”这一概念起源于 19 世纪末的美国新闻界，其根源可追溯至美国两位报业巨头

普利策与郝斯特之间的商业竞争。普利策的《新闻报》与郝斯特的《世界报》通过采用引人注

目的煽动性大标题和刺激性内容，吸引读者眼球，竞相争夺以“黄孩子”为主角的连载漫画作

者群来提升报纸销量，此类以煽动性和煽动暴力为特征的新闻被称为“黄色新闻”。a“黄色新闻”

一词首次以学术概念出现，是在美国学者德洛斯·威尔克斯的一篇文章中，他在文章中给“黄

色新闻”的定义如下：“以犯罪和色情为主要内容，大量使用插图和软广告，从而使报道和报

纸本身受到更广泛关注的一种新闻报道。”b

新媒介形式的诞生往往会引发新闻文本和报道形式的深刻变化，而短视频平台的出现也势

必会为新闻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创新尝试。随着一款短视频客户端的崛起，一股全新的“黄色

风潮”悄然而至，那些在西方世界沉寂已久的“黄色新闻”，似乎借着短视频热潮的东风，在

互联网平台上以崭新的面貌重燃生机。其实，“黄色新闻”从未真正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而

是在新时代的技术与媒体浪潮中找到了新的载体，以另一种形式继续传播。“新黄色新闻”作

为新闻传播领域的一个新名词，其说法继承于“黄色新闻”一词，目前学界对此并没有较为明

a 陈力丹．美国“黄色新闻”潮的中国启示［J］．新闻前哨，2010（10）：29-30．

b 赵会杰．美国“黄色新闻”的发展及对我国新闻业的启示［J］．新西部，2017（18）：15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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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定义，综合诸多学者的观点，“新黄色新闻”是指一种具有煽动性、格调不高的新闻类型，

通常不具备较大的社会价值，纯粹是对大众趣味的无底线迎合。a“新黄色新闻”可以说是“黄

色新闻”在短视频时代所发生的嬗变。

（一）从低俗化到琐碎化：“新黄色新闻”的生活化

“黄色新闻”的报道主要以色情、暴力为主，与大众日常生活相关的事件以及关乎社会重大变

化的热点往往不在“黄色新闻”的考虑范围之内。因戏谑属性往往能够吸引大众的注意，“黄色新闻”

往往将社会话题无限下沉，以低俗化、色情暴力化为主要特征的“黄色新闻”充斥着报纸版面。

“新黄色新闻”则是将不具有传统新闻价值、缺乏新闻要素的事件纳入新闻范畴。“新黄

色新闻”的内容并不一定具备黄色和暴力倾向，而是呈现出明显的日常化和生活化的特点，将

受众兴趣作为新闻价值的首要考量要素，将生活中的平凡琐事包装成为新闻产品提供给受众，

以此换取流量。如今，人们热衷于将生活中遭遇的点滴琐事作为新闻素材，进行传播与分享，

只要这些事件能够吸引公众的眼球，产生一定的关注度与流量，它们便有可能登上新闻的舞台，

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因此“新黄色新闻”选取的事件社会价值低，这些事件因其日常性大多

逻辑简单、冲突明了，缺乏深度挖掘与广度扩展的空间。

（二）从标题党到封面党：“新黄色新闻”的融合性

“黄色新闻”在报道手段上往往追求夸张的效果，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报纸版面上使用醒

目的超大号字体，以及色彩鲜明的大标题来引起受众的注意。更有甚者为了迎合和取悦大众，

不惜伪造新闻图片来提高新闻的吸引力。

“新黄色新闻”也表现出相似的特征，稍有不同的便在于“新黄色新闻”的视频封面成了

吸引受众注意力的首道关卡，“新黄色新闻”呈现出重封面轻内容、重感官轻内涵的失衡结构，

原发于“黄色新闻”的标题党嬗变为了短视频新闻的封面党，并逐渐合流。雅各布森曾指出：“人

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显然以视觉和听觉为基础。”尽管传统的“黄

色新闻”可以通过文字与图片的叠加来传达信息，但在吸引受众注意力方面，“新黄色新闻”

通过声音与画面的双重感官融合传播，更具优势。生产者将这些最具刺激性的内容置于封面，

直接展示给用户，受众不需要通过文字构建的抽象意义去解读，只需要理解动态直观的视听

符号，因此能更有效地攫取受众的注意力。“新黄色新闻”相对于过去“黄色新闻”单一的图片、

文字，其信息发布方式深度迎合了互联网时代的阅读和审美喜好，这种放大要素来夺人眼球的

作风在新闻业中正被合理化。

a 裴悦文．短视频新闻中“新黄色新闻”现象探究［J］．新闻世界，2024（1）：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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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完整化到碎片化：“新黄色新闻”的轻量性

新媒体的出现，进一步加快了传播领域文本碎片化呈现的步伐，传统的“黄色新闻”所展

示的新闻报道虽然也通过抓人眼球的标题来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但由于其呈现方式主要以文字

为主，内容依旧是连续和完整的。而作为新媒体重要组成部分的短视频平台所传播的“新黄色

新闻”生来便具有“碎片化”的气质，在注意力稀缺的时代，为赢得用户有限的关注度，“新

黄色新闻”也不可避免地融入了碎片化的表达机制，“新黄色新闻”往往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内容精简、重点突出，以便受众能更直观更快捷地获取信息。但大量的碎片化形式逐渐入侵

内容，也导致了“新黄色新闻”内容的割裂，逻辑连贯性欠佳，难以呈现新闻事件的全貌。

二、“新黄色新闻”现象产生的多维动因分析

“新黄色新闻”并非孤立存在，它与社会、文化、政治等多个领域紧密相连。因此，在

研究“新黄色新闻”时，我们应将其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中进行考察，以揭示其与社会整体发展

的内在联系。我们必须考虑到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技术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的

交织作用，为“新黄色新闻”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土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媒体行业的竞

争压力以及受众对信息需求的多样性，这些因素同样在推动“新黄色新闻”的演变。

（一）技术逻辑：数字化助力新闻生产全时化倾向

“什么在决定新闻”这一经久不衰的议题，始终与媒介技术的演进保持着紧密的关联。作

为数字新闻新形态的“新黄色新闻”，正是在数字技术普及下引发的产物。相较于“黄色新闻”

时代的传统新闻制作，“新黄色新闻”的生产成本大大降低，只需一部具有拍摄功能的手机或

者简易的录像设施，将素材导入剪辑软件中就可以完成制作。社交媒体的出现也为“新黄色新

闻”的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渠道，用户得以通过手机等工具将信息引入数字空间，将文字、图像、

声音和其他数字元素合成视频新闻并在平台上发布，平台借由算法机制推荐给广大受众，大大

减少了“新黄色新闻”的印刷、分发和分销成本，“新黄色新闻”由此在平台上泛滥。

在不同媒介技术的背景下，新闻信息传播的速度会受到相应基础设施的影响。纵观媒介技

术的演进历程，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信息传播速度如何影响着媒介时间性、信息传受关系，以及

新闻价值判断中时效性的地位。a 在“黄色新闻”所处的印刷媒体时代，由于传播速度的局限，

事件发生与受众接收之间存在较长的时间差，时效性虽然对新闻传播具有意义，但对新闻价值

a 吴璟薇．基础设施与数字时代的新闻价值变迁：对媒介技术、新闻时效性与相关性的考察［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

科学版），2022，59（4）：9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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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影响相对有限。然而，随着电缆和光纤的广泛铺设，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生产与

传播中的深入应用，新闻事件的发生、报道与接收之间的时空关系变得紧密。光速传播使这三者

在空间和时间上实现了无缝对接，新闻的时效性因此成为媒体竞争的焦点。在这一背景下，信

息的传播速度逐渐超越了信息来源的重要性，时效性更被发掘为一种全新的媒介商业价值。数

字技术的进步使新闻变成了可以随时更改和更新的动态文本，对于新闻制作者来说，全天候的

在线制作环境，使得短期效益成为新闻生产的动机，它需要新闻生产者提供不间断的信息流以

确保新闻的同步性与现场感，因此许多不具备新闻要素的事件也被包装成新闻镶嵌其中，新闻

体量的增加、内容来源的多元加大了新闻事实核查的难度，催生了“新黄色新闻”的产生。

（二）文化逻辑：观念的情感转向与消闲暗示的文化偏向

“新黄色新闻”的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及目标受众，均受到新闻价值观念的深刻影响。新

闻价值观念不仅主导着新闻创造活动的方向，而且也是新闻主体在选择和评估新闻客体时所遵

循的标准。a 新闻价值观念并非是一个孤立的系统，其形成与发展必然受到其他观念的影响，

尤其是文化观念的制约。这些不同的观念与新闻观念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不仅开辟了全新的

报道领域与方式，更催生了新的新闻观念。

随着新闻逐步从静态、独白式的“事实”转向动态、互动式的体验，“情感”成了生产“新

黄色新闻”的关键。b 后现代思潮的出现，情感不再被隐藏在以理性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客观与

理性为中心的新闻框架之中，而是获得了自身的正当地位，受众也开始主动在社交媒体上开展

自我表达，新闻业也开始重视受众的情感需求与体验。在信息时代，原本作为私人情绪延伸的

海量信息与新闻的界限逐渐被模糊。用户在消费与传播新闻时，往往受到自身情感需求的驱动，

并在此过程中得到满足，用户的情感共鸣点成了“新黄色新闻”追求的核心目标。

正如约翰·菲斯克在分析大众文化成因时曾强调：“大众文化并非仅由文化工业所塑造，

而是由广大民众共同推动的。文化工业的主要职责在于为不同‘大众层次’创造出丰富的文本‘储

备’或文化资源。在这一过程中，大众有权选择使用或拒绝这些资源，进而在持续不断的实践

中，塑造出属于自己的大众文化。”c“新黄色新闻”的情感转向并非横空出世，中国第一次“黄

色新闻”浪潮所呈现出的文学化特点便是吸纳市民文学精髓的结果。d“新黄色新闻”所呈现出

的情感化和娱乐化特点也可以看作是市民文学“消闲观”“解颐论”的继承和演变，从本质来说，

“黄色新闻”和“新黄色新闻”在中国的发展有其一脉相承之处。“新黄色新闻”之所以能够

a 杨保军．新闻价值观念与新闻价值创造［J］．国际新闻界，2003（3）：45-50．

b 常江，徐帅．短视频新闻：从事实导向到体验导向［J］．青年记者，2017（21）：20-22．

c ［美］费斯克·约翰．理解大众文化［M］．王晓钰，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35．

d 何风波．对我国媒介“黄色新闻”现象的文化思考［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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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闻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其根本原因便在于大众对于庸俗、低级、浅薄、猎奇的内容有渴求。

在社会转型之际，社会竞争激烈，生活压力增大，大众在闲暇之余渴望找到身心放松的途径，

“新黄色新闻”以其新颖、通俗且充满趣味性的特质，在家庭、人伦、福祸等多个层面触动着

人们的神经。其将主要受众群体定位于广大市民，从普通市民的阅读视角出发，强化娱乐在媒

介新闻中的地位，进而不断提升新闻的趣味性和亲民性，受众渴望这些日常的谈资，需要这些“新

黄色新闻”带给自己的精神享受和满足。

（三）经济逻辑：媒体逐利之底层动因及商业利益导向

新闻传播始终无法摆脱商业逻辑的束缚与困扰，商业逻辑正逐渐演变为新闻传播的内在核心

机制，商业元素不断渗透到新闻传播体系的各个环节。从本质上看，“新黄色新闻”与历史上

的“黄色新闻”均服务于商业利益，但二者产生的背景与形式有所不同。“新黄色新闻”是新媒

体环境下移动新闻平台和媒体流量的共同选择，而“黄色新闻”则是基于市场需求而产生与发展

的。“新黄色新闻”因其独特的吸引力，更容易引发关注并带来可观的流量和利益，在商业诉求的

推动下，广告主倾向于在“新黄色新闻”上投放广告，旨在通过提升流量来增加广告的曝光率和点

击量。在“流量为王”观念的趋势下，一些媒体平台和自媒体创作者将点击量视作内容品质的核心

指标，当这些新闻积累了一定数量的用户后，其制作者往往会进行二次售卖，以获取更多的利益。

因此，当前平台新闻发布者为了吸引更多广告商，常常采用具有争议性的内容来提升短视

频的点击量。他们利用人们猎奇的心理，制造轰动效应并促进社交互动，旨在扩大用户基数和

提高用户活跃度，从而进一步增加商业利益。这种追逐流量的行为实则蕴含着深层的商业逻辑，

广告收入与流量息息相关，通过精准把握观众的喜好与需求，利用后台算法推荐机制，为广告

商提供定制化的广告内容，便能有效吸引其合作。这一过程中，“新黄色新闻”所带来的流量

积累与平台的广告收入的增长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循环，推动了媒体平台商业模式的持续发展，

因此“新黄色新闻”因其商业属性成了平台发布者的首选。

三、“新黄色新闻”的价值

“黄色新闻”思潮曾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与批评，在新闻史上，尽管“黄色新闻”

的诸多办报理念和方式常常遭人诟病，然而它在新闻事业中的历史价值却是不可忽视的。坎贝尔指

出，黄色新闻在新闻采集方式上常常敢于创新，并且在维护民众公共利益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它曝光了大量机密报告，揭示了政府贪污腐败或渎职的现象，从而发挥了重要的舆论监督作用。a

a 辛文娟．再探“黄色新闻”思潮发展之源——从美国大学传播系坎贝尔教授对“黄色新闻”的辩护说起［J］．新闻传

播，2014（10）：16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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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新闻也不断吸收“黄色新闻”的办报理念及办报风格，新闻内容开始更加注重社会新闻，

在为市民提供精神娱乐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公民基本素质的提升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而推动了新闻的大众化转向。“新黄色新闻”的产生是多因素交织的必然结果，作为时代发

展的产物，我们不应全盘否定。对于其影响，我们应当采取辩证的视角，“新黄色新闻”在当

今时代依旧有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一）技术与人融合：工具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构建话语新境

当前的新闻实践作为一个开放的场域，为社会公共交往提供了多样化平台，使得不同个体

与群体得以平等参与公共生活，促进了个体与群体间的社会对话。“新黄色新闻”的涌现从某

种程度上象征着新闻公共服务理念所发生的变化，其信息传达方式从原先的“自上而下”式的

单向告知，逐步演进为更加“开放、平等”的双向“参与”实践，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为当下

的新闻构建一个更为平等、开放的公共交往平台，促进不同声音的交融与碰撞。

公众在新闻业中的角色也已发生转变，他们从被动的受众转变为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用户”，

这些用户能够基于个人对事实的独特理解，主动参与到事实的讨论之中。对于公众而言，新闻生产

的社会过程实际上为他们搭建了一个自愿参与、共同塑造公共话语的广阔空间。正因此，“参与性

实践”是“新黄色新闻”不可或缺的特点和重要要素之一。相较于传统的“黄色新闻”，“新黄色

新闻”在一定程度上践行了当下新闻业的公共服务理念，展现了更为积极的社会价值和影响。

后真相时代的复杂性在于，促成人类理性反思能力的社群真知在情感逻辑支配的互联网空

间中遭到了挑战，碎片化和表象化的信息形成了意义多维的阐释旋涡，将人类本就脆弱的公共

理性主义精神抛入了无底的黑洞。然而这恰恰就是后真相时代“真”的存在方式，传统媒体时

代追求的那种直接显露的“纯粹客观性”在当今泥沙俱下的媒介环境中已经退场，取而代之的

是一个像剥洋葱一样的逐层显现真相或真理的探究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出现的观点或意见的

碰撞、辩驳和推断。“新黄色新闻”之于社群而言，不在于简单地传递现实，“新黄色新闻”

作为符号文本必然是社群成员进行社会文化意义解释和交流的载体，“新黄色新闻”所发布的

平台构成了公共阐释的空间，社群成员从新闻符号文本的意义生产中获得了对社群社会文化意

义系统的认知。a 社群成员在不断地探讨、交流、辩论甚至不断纠错的过程中逐渐建构起意见

或观点的共识，但并非整齐划一的一种声音。“新黄色新闻”之所以频频出现反转，是因为在

短视频等公共平台中，社群成员针对“新黄色新闻”的交流、谈论和辩驳，让真知逐渐在文本

意义的解释过程中显现出来。“新黄色新闻”的价值在于推动了开放舆论场的建立，促成不同

观点和意见的表达与交流，压缩了虚假新闻存活的空间。

a 冯月季．社群真知：后真相时代新闻价值的符号伦理反思［J］．全球传媒学刊，2024，11（1）：148-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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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产模式变革：社会与职业书写的融合，消解新闻仪式

“新黄色新闻”在报道上的技术基础、主体、载体、内容，以及受众均跨越了媒介间的界限，

推动了新闻事件社会书写的形成与发展。“新黄色新闻”的发布载体不再是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

而是网络媒体尤其是短视频平台；“新黄色新闻”的书写主体不再是职业记者而是网络环境中

的非职业化记者；“新黄色新闻”所书写的内容，相较于传统的新闻稿件，更为通俗且碎片；“新

黄色新闻”的受众群体也不再局限于报纸、广播和电视前的观众，而是转变为在网络中频繁互

动的网民。从“新黄色新闻”报道的各要素变革中，可以观察到新闻报道的各个方面正在经历

深刻的转变。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技术含量的提升上，更涉及主体、客体，以及受众的全方位

变革。这些潜移默化的转变正在推动着传统职业新闻传播进程的调整与改变，同时也逐步消解

了职业化的新闻传播模式。

“新黄色新闻”的兴起为业余个人与专业新闻媒体提供了更多博弈的机会，推动了新闻事

件社会化力量不断壮大。尽管许多研究者对非职业化记者的社会书写持批评态度，但从某种角

度来看，“新黄色新闻”所带来的相对业余的信息实际上是对专业新闻媒体垄断书写新闻信息

的一种制衡，这种制衡作用使得新闻报道更加多元和丰富，有助于满足公众对信息的需求，同

时也促进了新闻传播行业的竞争与发展。

社会书写与职业书写组合在一起所呈现出的景象会更丰富、立体和真实。由于新闻专业主

义的要求和传播渠道的有限性，传统媒体在新闻报道中倾向于采用正式语体，以此树立权威性

和公信力。“新黄色新闻”的传播方式主要依赖于社交网络，为了吸引个体受众的注意并激发

他们的互动行为，如点击、转发和分享，它更倾向于采用亲切、互动的非正式语体，以及情感

化的内容和叙述手法，这种转变不仅使得新闻从原本高高在上的神圣地位走向更加贴近普通民

众，也拉近了新闻与受众之间的距离，推动了新闻传播的平民化。

（三）新闻范式转型：从事实导向到体验导向，顺应情感转向

传统媒体新闻展示的仪式化特性，主要体现在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维护之上，为追求

新闻报道的高品质，传统媒体在题材选择上倾向于政治、经济等严肃话题，即便涉及娱乐或暴

力新闻，其叙述风格亦保持了一定的庄重与正式。然而，随着社交媒体的迅猛崛起，传统媒体

的新闻生产与传播的上述特征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颠覆。a

传统媒体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在于坚守客观性，强调记者在报道中应客观中立，避免掺

杂个人情感和主观观点。在移动互联网所构建的接收环境下，手机等移动终端及其使用场景对

a 曾庆香，玄桂芬．社交媒体召唤结构：新闻交往化与亲密性［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41

（1）：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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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传播的内容和形式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些终端使得新闻资讯的消费变得伴随性、私密

性，并呈现出移动化、小屏化的趋势，从而满足了公众在休闲时光碎片化阅读的需求。这些多

样化的新闻消费场景不仅让人们难以专注于深度阅读，也导致正式、严肃的新闻内容难以引起

大众的兴趣。生产者仅满足于对新闻事实的简单呈现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

为用户提供优质、流畅的体验，以吸引并留住用户的注意力。鉴于在移动端浏览新闻时情境与

空间的频繁切换，用户往往难以维持长时间的持续注意力，加之“新黄色新闻”在媒介平台方

面所受限制较小，其接受情境也更为私人化，这使得它在选题时能够更为灵活，倾向于选择有

趣、富有创意的主题或奇闻异事进行报道。除了记者现场拍摄的视频外，更多元的素材来源于

新闻现场的旁观者或涉事人的移动拍摄，甚至包括当事人自拍并上传的内容，现场手机录制的

短短几分钟甚至几十秒的视频素材，经过平台的简易处理，便直接作为新闻内容呈现在平台上。

“新黄色新闻”摒弃了传统视频新闻编辑的既定思路，在叙述上舍弃了铺陈和细节解说等内容，

使用户在有限的浏览时间内能够高效捕获新闻的核心信息，给予用户更好的阅读体验。

在“新黄色新闻”的启发下，不少传统主流媒体也开始调整自身的叙述手法，尝试采用交

往化的呈现方式与情感化的叙事风格。例如《人民日报》的公众号采用悬念式标题《急 ! 这啥啊 ?

被两百万改变人生》，惊奇式标题《那个坐扭扭车的男孩获奖了》《山上空瓶被游客捡光了 !》，

以及呼告式标题《国家卫健委手把手教你减肥，建议收藏》等，这些标题使得各种情感在屏幕

上跃然而出，清晰可见。以短视频为主要形式的“新黄色新闻”体现了新闻由传统的事实导向

逐渐转向社交化的体验导向的变化，推动了传统媒体的情感转向，顺应了新闻业发展的潮流。

四、结语

“新黄色新闻”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新闻应遵循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准则，不利于整个新闻

业的可持续发展，但作为新闻发展中的必经阶段，“新黄色新闻”在其报道手法和新闻思潮方

面依然具有其积极意义，一味地否定、放弃并不是对待“新黄色新闻”最好的态度。与一百多

年前的“黄色新闻”相比，“新黄色新闻”的内容与其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但目前“新

黄色新闻”所面临的问题却与百年前“黄色新闻”所引发的问题有着共性，对二者而言，社会

责任都是问题的终结点，怎样才能更好地履行新闻的职责，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新黄色

新闻”已深刻影响并持续改变着传统新闻观念及其行业的生态结构，因此我们需高度关注“新

黄色新闻”的观念演变，尤其是其功能价值的转变，从而更精准地把握人类新闻活动的发展脉

络和未来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