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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研究中的隐喻：
一个理论化的视角

白红义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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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隐喻不仅是日常生活中帮助人们理解外在世界的认识工具， 也是社会科学进行理论化工

作的关键环节。 新闻研究生成和使用了大量隐喻， 但它如何在经验研究和理论建构中发挥作用仍较少

得到讨论。 新闻研究要么将来自新闻业本体的隐喻作为描述工具， 在理论转化上有所忽略； 要么大力

引进来自其他学科业已完成理论转化的隐喻， 对新闻业本身的观照有所不足。 随着新闻研究对理论性

的重视程度不断上升， 研究者需有意识地从理论化工作的角度认识和理解隐喻， 不止于引进已有的隐

喻， 还要探索构造新隐喻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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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隐喻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常见修辞现象， 但其作用绝不仅仅停留在修辞维度， 它还能让我们更

容易理解新生与抽象的事物。 作为人类思维的一种重要方式， 隐喻直接参与人类的认知过程， 渗透

在我们的语言、 思想和行动中， 影响我们如何思考、 言说乃至生存。①２０ 世纪初， 学者们开始探索

有关隐喻的理论。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美国哲学家马克斯·布莱克 （Ｍａｘ Ｂｌａｃｋ） 对此作出了较大贡

献， 此后哲学、 文学批评领域对隐喻的用法讨论较多。②隐喻也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方

式， 学者们常用隐喻来解释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 将已知的、 熟悉的现实投射于复杂的、 费解的

事物， 促进对它的理解。 隐喻具有很强的启发或暗示作用， 有助于理论化工作的开展。
社会科学研究中已经形成了很多经典的隐喻， 如马克斯·韦伯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 的 “铁笼”、

罗伯特·帕克 （Ｒｏｂｅｒｔ Ｅ． Ｐａｒｋ） 的 “生态”、 欧文·戈夫曼 （Ｅｒｖｉｎｇ Ｇｏｆｆｍａｎ） 的 “剧场”、 皮

埃尔·布尔迪厄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的 “场域” 等， 有力促进了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 很多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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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成为不言自明的概念， 研究者们已经忘记了它们最初是作为隐喻被使用的， 例如 “集体记

忆” 这样的隐喻就被学者们认为表达了具体的现实。① 新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也未能例外， 仅

对新闻建构过程的研究就出现过多个隐喻， 比如盖伊·塔克曼 （Ｇａｙｅ Ｔｕｃｈｍａｎ） 把记者进行新

闻采集的空间设置模式称之为新闻网 （ｎｅｗｓ ｎｅｔ）②， 赫伯特·甘斯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Ｇａｎｓ） 说新闻生产

是一个流水线作业的过程③， 查尔斯·班茨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ａｎｔｚ） 等人把新闻机构形容为一个新闻工

厂 （ｎｅｗｓ ｆａｃｔｏｒｙ）④ 等， 都是经典新闻学里研究者针对新闻生产过程使用的隐喻。 到了数字媒体

时代， 隐喻依然是学者们认识和理解新闻业的重要工具， 回音室⑤、 平台⑥、 信息疫情⑦等大量新

的隐喻进入数字新闻研究的视野。
新闻研究已经形成了两种隐喻的使用方式： 第一种是新闻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基于对研究对

象本体和其他领域的喻体的观察而自主建构的， 诸如新闻工厂、 新闻网、 流水线作业， 经典新闻

学中的隐喻大多属于这种类型。 而随着新闻研究对理论的重视， 第二种方式开始占据新闻学隐喻

的主流， 即借鉴其他学科业已经过从隐喻到理论转化的概念性隐喻， 更看重其在推进理论化方面

的作用， 例如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 “把关人”、 城市生态学的 “生态系统”、 文化社会学的 “场
域”、 科学技术研究的 “行动者网络” 以及科学社会学的 “边界工作” 等。

隐喻是社会科学进行理论化的重要策略， 在社会学、 组织理论等领域已经得到了广泛重视。
新闻学研究实际上已经存在大量的隐喻， 但相对于社会学等学科， 新闻学科尚未对隐喻的角色、
功能乃至可能带来的陷阱进行充分的讨论， 尤其是它对于研究的概念化和理论化的意义。 在新闻

研究日益重视理论化的当下， 隐喻这一重要的理论化工具理应得到更多的重视。 笔者拟借鉴社会

学、 组织研究等领域对隐喻的研究成果， 一方面梳理既有研究对隐喻的使用状况， 从类型、 来源

等方面呈现新闻研究者是如何使用隐喻的； 另一方面， 在上述耙梳的基础上， 从理论化的角度探

讨隐喻在新闻研究中的功能和作用。

二、 作为描述工具的隐喻

新闻研究以往对隐喻的关注通常集中于新闻文本如何使用特定的隐喻对某些新闻事件或某类

新闻现象进行架构， 如媒体在非典纪念报道中普遍使用的 “战争” 隐喻⑧、 疾病报道中的 “军
事” 隐喻⑨等。 这些研究分析的隐喻多来自日常生活， 隐喻在这里起到认知图式的作用， 媒体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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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特定的隐喻来理解新闻事实。 这类研究不是笔者所要讨论的对象， 而是将重点关注那些运用

隐喻来帮助理解新闻和新闻业的研究。
事实上， 过往的新闻研究曾使用了大量隐喻来帮助学者们理解新闻业， 芭比·泽利泽 （Ｂａｒ⁃

ｂｉｅ Ｚｅｌｉｚｅｒ） 就以 １２ 个隐喻来开启她对新闻业的讨论， 包括新闻业是第六感、 新闻业是一个容

器、 新闻业是一个故事、 新闻业是一个孩子等①。 塔克曼的经典著作 《做新闻》 中也充斥着大量

的隐喻。 在该书正文伊始， 塔克曼便以窗口作喻， “新闻是通往世界的一扇窗。 透过其窗框， 美

国人得以了解自己和他人， 了解自己的机构、 领袖和生活方式， 了解其他国家和人民的情形”
“透过窗口看到的景致取决于窗子的大小、 窗格的多寡、 玻璃的透明度， 窗口正对的是街道还是

后院”。② 上述隐喻都是作为一种描述工具在使用， 用人们熟悉的事物来比喻新闻和新闻业以加

深认识。 此类型的隐喻集中在对新闻业本体的描述上， 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 对新闻生产过程的隐喻式描述

在分析新闻媒体的新闻采集能力时， 塔克曼使用两个隐喻对新闻空间进行了区分， 一个是新

闻网 （ｎｅｗｓ ｎｅｔ）， 一个是新闻毯 （ｎｅｗｓ ｂｌａｎｋｅｔ）。 “无论是毯还是网， 都能够捕捉到新鲜的信

息”， 然而， 新闻毯更为细密， 不分大鱼小鱼统统捕捞进来； 新闻网则为捕捉重要事件或人物而

铺设， 也就是更看重 “大鱼”， “其捕获能力取决于网格的密度和网线的拉伸强度”。③新闻媒体

借助新闻网的设置， 使新闻生产所需的原料得到稳定的供应， 保障了新闻工作的顺利开展。 新闻

网的主体由记者各自负责的条线 （ｂｅａｔ） 构成， 这是一套新闻机构关于记者搜集新闻信息的组织

原则， “媒体组织试图通过报道领域之间的主题划分或地域划分来对它们所报道的社会环境进行

结构化处理”④。 “条线” 一词原本用以形容负责一个街区的警察巡逻的固定路线， 进入新闻业后

就不再局限于指地理空间， 而转向了大多数记者在职业生活中能够涉及的东西。⑤ 早在利昂·西

加尔 （Ｌｅｏｎ Ｓｉｇａｌ） 对消息来源的经典研究中就讨论了新闻编辑室与条线的关系， 华盛顿是 《纽
约时报》 和 《华盛顿邮报》 的政治记者搜集新闻最重要的地点， 他们的条线通常是一两个政府

机构。 记者和编辑通过在这些巡航区域中的对谈 （ｓｈｏｐ ｔａｌｋ） 来交换对于人物、 事件甚至什么是

新闻的看法。⑥ 马克·费什曼 （Ｍａｒｋ Ｆｉｓｈｍａｎ） 则对条线进行了更为系统的分析， 他区分了两种

类型的条线， 一类是由特定话题构成的条线， 另一类是由物理地点构成的条线。 条线报道的独特

性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 条线在新闻组织中的历史要比从事条线报道的个体的历史更长久； 第

二， 记者的条线由上级分派而来， 他们负责报道条线， 但并不拥有条线； 第三， 条线是由发生在

新闻编辑室之外的一系列活动构成的复杂的报道对象； 第四， 条线是记者所属的社会环境。⑦

负责各个条线的记者与他们接触的消息来源结成了密切关系。 甘斯将二者之间的关系比喻成

跳一场探戈舞， 虽然两者均可随时带领另一方起舞， 但大部分时间占上风者仍为消息来源。⑧ ２０
多年后， 兹维·莱奇 （Ｚｖｉ Ｒｅｉｃｈ） 进一步讨论了这一舞蹈隐喻， 他提出的新闻启动过程模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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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了两个阶段的舞蹈， 记者和消息来源都有领舞的机会。① 新闻网的铺设大大扩展了新闻媒体采

集新闻的范围， 与消息来源的互动进一步保障了新闻的数量和质量， 提高了产制新闻的效率。 对

于那些 “因时而作” 的新闻组织来说， 效率是日常新闻生产过程优先考虑的问题。 在甘斯的笔

下， 效率对于新闻组织如此重要， 以至于他们绞尽脑汁提高效率， 试图像工厂那样采用流水线作

业的方式进行新闻生产。 “新闻机构实践的是环环相扣的新闻生产 （ｓｅｒｉａｔｉ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因为每

一则新闻故事在到达受众之前都要经过好几位新闻从业者之手。 有鉴于此， 某些新闻记者把他们

的机构描绘成生产流水线； 正如一位执行制片人所说， ‘每天的常规工作就像是将螺母拧到螺栓

上’。” 但甘斯认为， “这个与工厂之间的类比不是完全准确， 因为与汽车相比， 新闻是一种更加

多样化的产品； 但是就像汽车一样， 新闻节目或杂志也同样是由很多部分组装起来的”。②

（二） 对新闻组织形态的隐喻式描述

甘斯书中流水线和工厂的比喻在班茨等人的研究里得到了进一步阐发， 他们把新闻机构形容

为一个新闻工厂。 新闻产品的生产要经过五道流水线： 故事构思、 任务分配、 材料的收集和组

织、 材料的组装、 新闻演播的呈现。 在此过程中， 组织内顾问的影响、 制片人的监督、 产品形态

的特点、 机构规模等因素也在影响新闻生产 “流水线” 方式的形成。 这种高度常规化的处理方

式不仅缺乏灵活性， 也让新闻工作者难以实现自身的职业期待。③ 关于新闻组织的理解也不止于

“工厂” 这一种隐喻。 台湾学者张文强把媒介组织形容为一种 “封建采邑”， 从权力视角切入揭

示了 “科层制” 与 “父权” 混杂的台湾媒介组织。④ 记者自己则把新闻编辑室视为一个 “战
场”， 他们把新闻工作看作是一场战争， 新闻编辑室是战争的基础。 首先， 新闻编辑室是在时间

紧迫的情况下制作高度相关和高质量内容的艰难日常任务的战场。 其次， 它是普通新闻工作者和

该组织高管或经理之间的斗争场所。 此外， 从广义的社会意义上来说， 新闻编辑室也是界定社会

“现实” 的重要斗争场所， 不同的社会力量在这一领域对抗正在发生的事情的 “现实” 和 “意
义”。⑤ 在新闻编辑室这一战场上， 新闻记者就像在时间机器里工作， 需要在每天新闻生产的战

斗中击败时间这头野兽。⑥ 新闻生产中的时间充分体现在对各种 “死线” （ｄｅａｄ ｌｉｎｅ） 的靠近中，
这个形容截稿期限的隐喻最初的意义来自美国内战时期， 监狱在距营地围栏约 ５. ２ 米的地方为囚

犯设置了界线， 试图越线的囚犯将被卫兵射杀。⑦ 不同形态的媒体有各自的截稿时间， 但到了数

字时代， 所有媒体却开始共享同一个截稿时间， 即 “此时此刻”， 记者的工作变得仓鼠化 （ｈａｍ⁃
ｓ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⑧， 被迫卷入 “新闻飓风” （ｎｅｗｓ ｃｙｃｌｏｎｅ） 之中与时间赛跑。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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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新闻业功能和角色的隐喻式描述

前两种隐喻主要出现在新闻生产过程之中， 将隐藏在新闻文本之后的后台过程用一种比喻的

形式揭示出来。 实际上， 新闻研究中的隐喻远不止于此， 在关于新闻业的功能和角色的话语中也

是隐喻广泛使用的地方， 如观点的自由市场、 看门狗、 第四等级、 扒粪人等。① 美国报纸也惯常

使用隐喻来为报纸命名， 如先驱、 纪事、 哨兵等， 借此描述报纸的任务。②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

斯福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 曾用 “扒粪者” 一词来称呼美国进步运动时期的调查记者， 认为调

查记者是对政客、 企业主等邪恶之人与事采取不留情面的揭露者与对抗者。③ “扒粪者” 原是负

面词汇， 记者们却甘之如饴， 此后的美国新闻工作者也乐于以揭发扒粪的 “看门狗” 自居。 蒂

姆·沃斯 （Ｔｉｍ Ｖｏｓ） 的一项研究专门讨论了 １９ 世纪和 ２０ 世纪初期的美国报纸借用镜子 （ｍｉｒ⁃
ｒｏｒ） 这一隐喻来描述客观性作为规范或实践如何体现在报纸工作之中， “如果不考虑镜子隐喻，
客观性作为职业规范的历史就是不完整的”④。 在编辑部与经营部门之间的 “墙” （ｗａｌｌ） 同样是

一个隐喻， 它在两种业务之间形成了一道隔阂， 意在强调新闻生产的自主性， 然而在数字新闻时

代这道防火墙已经变成了一道窗帘。⑤ 随着新闻业危机的加深， 美国大量的地方性报纸纷纷关

闭， 学者们开始用新闻荒漠 （ｎｅｗｓ ｄｅｓｅｒｔ） 来形容这些报纸所在的城镇和地区， 因为那里以后将

很少能接收到地方新闻。 居民难以获得所在地方的新闻， 而这将会影响他们参与投票等公共事

务。⑥

无论是新闻生产过程、 新闻组织形态， 还是新闻业的角色和功能， 隐喻都是一种描述工具。
研究者虽然使用了这些隐喻， 但并不是最早发现或命名它们的人， 它们往往出自新闻从业者之

口， 因为记者本身便是一个重要的生产和使用隐喻的主体。 一项对记者日常语言的研究发现， 他

们在阐述新闻工作时频繁使用隐喻。 研究者从中概括出五种最常使用的 “概念性隐喻” （ｃｏｎｃｅｐ⁃
ｔｕａｌ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即分别把新闻工作视为选择、 建构、 竞赛、 交易和权力游戏。 因而， 在记者的

日常工作中， 也存在他们 “赖以为生的隐喻”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ｓ ｌｉｖｅ ｂｙ）。⑦ 在另一项关于新

闻编辑室的研究中， 记者使用很多与战争有关的隐喻来描述他们对这一工作场所的理解， 把新闻

室比喻为战场显示了记者对编辑部内混乱一面的描述。 研究者指出： “这种与战争有关的隐喻在

概念上与记者对自己的其他宏大想法相差无几， 比如真相追寻者、 现实的无私观察者， 正义的讨

伐者或扒粪人。 它将新闻工作与社会强者的行动联系在一起。”⑧ 由此来看， 记者在新闻工作中

对隐喻的使用与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并无太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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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隐喻作为一种描述工具时， 它更多发挥的是认知功能， 帮助新闻从业者理解他们试图描述

的现象。 记者们使用的隐喻为学者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分析路径， 即经由记者的话语来分析这一职

业群体的专业认同、 意识、 文化等问题， 隐喻本身变成了研究的对象。 就研究的理论化而言， 值

得重视的是那些虽由记者们率先提出， 却真正地进入了研究者视野、 具有概念工具特征的隐喻。
这类隐喻为研究者对要研究的经验现象进行命名并形成中心概念提供了便利， 有利于他们通过概

述现象的结构、 模式和组织来充实隐喻的内涵， 使之进一步上升为理论。 不过， 新闻研究还较少

这样使用针对新闻业本体的隐喻， 虽然它们发挥了隐喻的启发作用， 但仅限于此， 在理论化方面

更多的是借用别的学科已经成熟的隐喻。

三、 作为理论工具的隐喻

除了重视新闻记者们制造和使用的隐喻外， 学者们还广泛使用了很多已经完成理论转换的隐

喻。 与前一种隐喻主要出自新闻业本身不同， 作为理论概念的隐喻基本上已经经过了理论转换，
也就是说它们成为隐喻的过程在别的学科已经完成， 因而可被新闻研究者直接援引使用。 事实

上， 新闻研究使用这一类型隐喻的历史不算短暂。 早在 １９５０ 年， 大卫·怀特 （Ｄａｖｉｄ Ｗｈｉｔｅ） 就

从库尔特·卢因 （Ｋｕｒｔ Ｌｅｗｉｎ） 的社会心理学引入 “把关人” 隐喻讨论新闻选择的过程。 把关人

是由一系列隐喻构成的隐喻网络， 包括关卡、 渠道、 场域等， 这或许是最早出现在新闻研究中的

一个隐喻性概念并沿用至今。① 怀特引入的这个隐喻是最容易创造出的一类隐喻， 通过对某类现

象的命名让人轻松记住和掌握。 因此， 隐喻的作用更多体现在理论发展的早期阶段， “可以帮助

我们描述那些尚未以语言形式表达出来的事物。 它们也许在形成理论时， 即当我们想要表达那些

尚未被整理或语言化的想法或洞察时， 特别有用”②。 在诸多隐喻中， 那些 “关键隐喻” 尤为值

得重视， 它们指引我们的思考方式， 为之提供视角、 关系、 方向、 特征、 原则。③ 以下将以两类

“关键隐喻” 为例， 讨论这类隐喻如何运作。
（一） 关于空间的隐喻

在最近几年的新闻研究中， 场域、 生态和生态系统等概念正成为形容数字媒体环境的隐喻。
这些概念最初来自物理学、 生物学等自然科学， 社会学将其作为空间隐喻引入， 使其在塑造和形

成与空间有关的社会学理论和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 新闻学则直接从社会学科借用这些概念， 以

便更好地应对新闻业剧变后带来的分析层次和方法论上的挑战。④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隐喻在理

论使用上有着强弱之分： 越是强隐喻越有可能成为更重要的理论路径， 也会得到更为全面和系统

的使用； 反之， 弱隐喻则使用得不具有系统性， 更易成为边缘性的理论角色。⑤ 据此来看， 场

域、 边界和网络都属于强隐喻， 生态 （生态系统）、 世界和系统则是弱隐喻。
在这些空间隐喻中， 场域和生态常被学者们放在一起比较。 安德鲁·阿伯特 （Ａｎｄｒｅｗ Ａ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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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ｌａｎａ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Ｓｉｌ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Ｆｉｅｌｄｓ，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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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ｔｔ） 指出两个概念的第一个区别就在于隐喻的根源不同， 他认为布尔迪厄场域概念的隐喻根源

于经济， 而他的生态概念 “将生物学上有机体之间在空间上的竞争和共存与来自法律和政治语

言 （管辖权、 解决方案等） 的策略概念混合在一起”， 如他自己所说， “我的隐喻世界比布尔迪

厄的大得多， 我不允许任何单一隐喻在我的思维中占据中心位置”①。 不过这一观点遭到了刘思

达和穆斯塔法·埃米尔拜耳 （Ｍｕｓｔａｆａ Ｅｍｉｒｂａｙｅｒ） 的挑战， 他们认为布尔迪厄事实上使用了大量

来自不同词源的概念， 最显著的是物理学、 经济学和人类学： 场域的隐喻来自物理科学， 特别是

经典电磁学； 资本是个经济学概念， 但布尔迪厄使用它的方式比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要更

宽泛； 惯习和符号暴力则都来自人类学。② 比较而言， 在新闻研究中场域理论获得了比生态理论

更为广泛的应用， 更具有强隐喻的色彩。 而这类关键隐喻往往是由一系列概念组成的， 例如场域

理论内就包含场域、 资本、 惯习、 幻象等多个概念。 一项对 １９９８—２０１８ 年间新闻研究使用场域

理论情况的分析表明， ２２. ６％的新闻场域研究论文单独使用了场域概念， 是最为主流的方式， 场

域和资本结合使用次之， 第三种常见方式是场域、 资本和惯习的结合。③ 与此同时， 学者们还在

发掘新的概念， 以拓展场域理论在新闻研究中的应用， 最近的一项研究就基于新加坡的新闻创业

公司来讨论新闻场域中的 “迟滞” （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 现象。④ 场域理论的多个概念都被新闻研究者操

作化应用在具体的研究中， 而生态理论本身存在的竞争、 同化等概念并未得到应用， 更像是为新

闻研究提供了一个视角。⑤

（二） 关于技术的隐喻

此前已有学者注意到互联网和数字媒体研究中充斥着大量隐喻， 因为隐喻 “有助于描述新

奇的事物”⑥， 诸如信息高速公路、 基础设施之类的隐喻 “不仅有助于使非专业人员理解科学技

术， 还可以指导科学工作”。⑦ 在新闻业的运作中， 数字技术的应用带来了巨大变化， 相关的隐

喻同样成为突出现象。 研究者从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引入了众多已被理论化的隐喻概念。 比如马特

·卡尔森 （Ｍａｔｔ Ｃａｒｌｓｏｎ） 在研究美国新闻业围绕机器人写作的争议时借用了 “技术戏剧”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ｒａｍａ） 的概念。⑧ 技术人类学家布赖恩·普法芬伯格 （Ｂｒｙａｎ Ｐｆａｆｆ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提出的这一

概念旨在说明， 在新兴技术的社会界定过程中， 存在着技术规制、 技术调整和技术重组三个阶

段， “戏剧” 这个比喻强调的是由 “影响区域” 产生的竞争性宣称或者占据不同社会位置的行动

者之间的冲突， 其中交织着技术的陈述与反陈述话语。 因此， “技术戏剧” 是政治话语的一种特

殊的技术形式。 这一理论强调的是技术话语的背后往往隐藏着隐蔽的价值观念， 甚至存在着政治

逻辑。⑨ 普法芬伯格用 “技术戏剧” 这一概念描述技术陈述与反陈述的冲突， 凸显的是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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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演性， 其中涉及场景的生成、 行动者的角色以及在观众面前实现特定的目的。①

技术戏剧自然有着开始、 高潮和落幕等不同阶段， 在上演的过程中， 不同角色相继登台， 发

挥着各自的特定作用。 但在技术与新闻的互动中， 更为普遍的现象可能是一种黑箱式的运作。 黑

箱是布鲁诺·拉图尔 （Ｂｒｕｎｏ Ｌａｔｏｕｒ） 在其 １９８４ 年的经典著作 《科学在行动》 一书中提出的， 他

从控制论中引入这一隐喻来形容自然 ／科学物件。 拉图尔借用这个来自系统论的概念描述那些

“已经被承认被接受为真实、 准确和有用的科学理论、 科学事实和科学仪器”②。 作为行动者网络

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 黑箱描述的是一种多个行为体被整合为封闭整体的状态， 以增强网络的

稳定性， 而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目的正是打开黑箱。 学者们已经借助这一概念分析了新闻业中的内

容管理系统、 数据、 算法等物件。 进一步来说， 行动者网络理论之所以从处理技术问题的科学技

术研究中脱颖而出， 成为当前新闻研究分析技术客体的一种主导路径， 很大程度也与其是一套隐

喻网络有关， 行动者、 网络、 转译、 强制通过点等隐喻共同构成了这一理论。

（三） 隐喻的理论化使用

空间隐喻和技术隐喻都是学者们用来分析和阐释当前数字新闻业运行状态的理论工具。 正如

安东尼·纳德勒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Ｎａｄｌｅｒ） 所说： “当新的模式或思想轨迹无法通过现有术语和话语概念

雄辩地描述时， 隐喻一再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③ 如果说日常语言中的隐喻更多是一种未加思

考的使用方式， 那么社会科学研究则是更有意识地使用隐喻。 研究者之所以热衷于使用隐喻， 就

在于它不再是简单的描述性概念， 而是具有理论建构的巨大潜力， 尤其是它所具有的启发性

（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④ 研究中使用隐喻会起到 “议程设置” 的功能， 对理论与研究都产生形塑和控制作

用， 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现象的一些维度， 而淡化与理论无关的另一些维度。⑤

当隐喻作为理论化的工具时， 它首先扮演的是一种敏感性概念的角色。 定义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对

于社会科学研究极为有用， 已经有大量竞争性理论来处理人们如何创造和界定分类和概念， 隐喻

理论也是其中的重要类型。⑥ 就定义这一功能而言， 隐喻比较接近赫伯特·布鲁默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Ｂｌｕ⁃
ｍｅｒ） 所说的敏感性概念 （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ｐｔ）， 虽然缺少对属性和事件的精确说明， 但却能够提

供从何处发现各类现象的线索和启示⑦， 它可以 “通过磨练研究者的感官来帮助其看到新的事

物”。⑧ 这与隐喻的本质十分吻合， 它通常用来发现而非验证。⑨新闻边界研究中使用的边界工作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ｗｏｒｋ） 概念就被认为是一个敏感性概念， 目前已经成为新闻研究中分析新闻业内外冲

击的主导性中层理论。 边界更强调与其他领域的差异， 因而需要对某种特定事物或是研究对象进

行界限划定 （ｄｅｍａｒｃａｔｉｏｎ）。 在数字新闻时代， 边界不再只是一条清楚界定的界线， 还可能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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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密集而又不甚清晰的 “边界区”。 由此， 与之相关的两个概念 “交易区域” （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ｚｏｎｅ） 和

“边界对象”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ｂｊｅｃｔｓ） 也进入新闻研究中， 前者形容的是异质行动者开展互动的社会空

间①， 后者则指不同行动者进行交流与合作的特定对象。② 新闻业可被视为一种多边界的 “交易

区域”， 在不同的边界之间存在着 “边界对象”， 有学者就将代码共享与协作平台 ＧｉｔＨｕｂ 视为交

易区， 考察在该社会空间中行动者如何以 “新闻” 为边界对象开展复杂的实践活动。③

隐喻还可以发挥类比 （ａｎａｌｏｇｙ） 的功能。 “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

前的事物。”④ 隐喻总是涉及两个事物， 一个是隐喻借用的来源， 另一个是隐喻使用的目标， 二

者必然存在相似性或可类比的地方。 从本质上说， 隐喻总是用一个来引申另一个。 例如新闻生态

系统这一隐喻就 “唤起了蓬勃发展的媒体系统与健康和肥沃的自然栖息地之间的联系”⑤， 对新

闻系统应该如何运作提出了方向； 而来源于生物学和园艺学的混杂性 （ｈｙｂｒｉｄｉｔｙ） 隐喻， 也成为

新闻研究用来描述不同形式的新闻文化、 实践、 边界等交融现象的流行概念。⑥ 理查德·斯威德

伯格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ｗｅｄｂｅｒｇ） 曾阐述了三种可有效分析现象的技巧， 即类比、 隐喻和模式。⑦ 在一定

意义上， 隐喻也可以归入类比之下， 只不过因为它太过重要， 才被斯威德伯格单独拿出来讨论。
隐喻意味着用更熟悉和系统的知识去理解相对不熟悉的目标领域， 选择不同的隐喻会凸显不同的

理论意涵。 以前述空间隐喻为例， 本质上都是具有关系面向的理论， “比如边界处理的是区分关

系， 场域描绘的是支配关系， 生态强调的是竞争关系， 网络关心的是互动或联结关系”。⑧ 它们

之所以被引入新闻研究是因为数字新闻业出现的多元行动者令新闻业不再如往日稳定和固化。 在

一些数字新闻学的前沿领域， 学者们已经明确将 “关系” 作为讨论的核心。 例如在新闻平台研

究中， 有学者就用 “协商空间” （ｓｐａｃｅｓ ｏｆ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这一隐喻来透视平台公司与新闻机构之间

的权力关系。⑨

四、 讨论与结语

在组织理论等领域， 早期研究曾围绕隐喻是否应该存在于理论化过程中及其如何发挥作用有

所争论， 此后快速进入分析隐喻的特点及其应用的阶段， 致力于讨论隐喻的不同运作模型。�I0 类

似争论的出现恰恰表明这些领域的学者接受了隐喻作为理论工具的存在。 一些大众传播理论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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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时也广泛使用了隐喻的方法， 如议程设置、 知识沟、 魔弹论等。 因此， 有传播学者特意强调隐

喻对于理论建构的作用， 诸如隐喻可以帮助我们将一个模糊的想法逐渐变成一个文字性的陈述；
可以帮助我们产生想法或假设； 有助于理论一致性； 可以帮助我们记住理论； 可以帮助我们将一

个理论可视化并更好地理解理论； 甚至提供一种情绪冲动或兴奋。① 不过， 类似的话题还较少出

现在新闻学者们的讨论中。 随着新闻研究的理论化程度日益加强， 探索各种有利的理论化工具已

是需要提上日程的工作。 例如新闻学科是否也可像社会学那样， 借助对经典文本的重新阐释来发

展理论。② 相对于上述路径， 隐喻已是较为成熟的一种理论化工具。 比如有学者就使用涂色

（ｃｏｌｏｕｒｉｎｇ） 和锚定 （ａｎｃｈｏｒｉｎｇ） 两个隐喻来分析记者在报道中如何处理质性内容和量化数据之

间的关系。③

在知晓隐喻在理论化工作具有的潜力后， 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构造隐喻。 新闻研究中既有的理

论性隐喻多从其他学科引进而来， 已经提前完成了从隐喻到理论的转化， 未来的研究或许也要考

虑如何结合新闻业的特色发展新的隐喻。 如同理论可以区分为宏大理论、 中层理论和经验概括，
隐喻也具有不同的层次。 既有接近宏大理论的 “根源隐喻” （ｒｏｏｔ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④， 也有可以对应中

层理论和经验概括的隐喻。 因此， 斯威德伯格区分了两种类型的隐喻： 范式型隐喻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ａｔ⁃
ｉｃ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和中层型隐喻 （ｍｉｄｄｌｅ⁃ｒａｎｇｅ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⑤ 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说， 根源隐喻过于

宏大， 依然要寻找具体的抓手才能用来分析经验现象， 而经验概括型的隐喻则是一种描述性工

具。 比较而言， 中层理论型的隐喻对于理论化可能更为实用一些， 因为它能更好地发挥定义、 类

比等作用。 而且， 创造一个范式意义上的隐喻相对少见， 更为普遍的还是中层型隐喻。 斯威德伯

格针对社会学隐喻提出了两种构造方式： “要么从头开始创造一个新的隐喻， 要么利用一个已经

存在的隐喻， 例如通过改变其含义来增加新的隐喻。” 具体来说， 一种方式是以根源隐喻为基础

尝试发掘新隐喻， 另一种方式是在一些经验现象的基础上进行提炼， 第三种方式则是从其他社会

科学中拣选， 赋予其社会学含义。 比如 “沉默的螺旋” 和 “社会资本” 就是后两种方式的代

表。⑥与之类似， 在新闻研究里， 班茨等人就明确把 “工厂模型” 当作一个具有启发性的隐喻，
去理解电视新闻部门的新闻工作是如何完成的。⑦ 帕梅拉·休梅克 （Ｐａｍｅｌａ Ｓｈｏｅｍａｋｅｒ） 和韩纲

则把系统思维应用于把关理论中， 提出 “超级把关人” 的隐喻。 在由大众媒体、 社交媒体用户、
社交媒体集团构成的把关系统中， 社交媒体集团扮演着超级把关人的角色。⑧

本文对新闻研究使用隐喻的两种方式进行了概括， 呈现了隐喻对于新闻研究理论化的功能和

意义， 但相对于社会学等对隐喻已经讨论较为充分的学科， 这些叙述和分析依然是非常初步的。
在新闻研究内部， 仍有诸多与隐喻相关的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 第一， 隐喻的作用还需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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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的分析。 虽然隐喻的本质与类比有关， 但当大量已经完成理论化的概念性隐喻进入新闻研

究， 原本直观的从 Ａ 到 Ｂ 的转换已经有所淡化， 需要超越比较模型来看待隐喻的功能。 第二，
新闻研究如何有效地形成隐喻仍有待分析。 经典新闻学以对新闻工作的研究为核心， 这就导致众

多来自新闻业的隐喻成为分析的概念， 随着数字新闻业的形成， 学术研究的话题也日趋多元， 更

需要关注隐喻在不同学科之间的流动。 第三， 隐喻的负面效果也需要有所关注。 隐喻固然能启发

研究者， 但它也有可能将事物简单化或是由于选择了不适用的隐喻而产生消极作用。 总而言之，
“仅仅有隐喻是不够的， 还需要有假设或理论陈述可以让这个观点更加清晰并经得起考验”①。

（责任编辑： 林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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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 第 １８２ 页。



　 第 ２ 期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ｙ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ｕｓｅ，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 ｆｏｒ ｂｏｄ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Ｆｉｒｓｔ ｏｆ ａｌｌ，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ｕｓ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ｇｏｖ⁃
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ａｋｉｎｇ ｃａｒ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ｔｅｃｈ⁃
ｎ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ｉｖｉ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ｍｅａｎｓ，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ｔｅｎｔａｃ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ｐａ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 ａｓ ａ ｂｏｄｙ”，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ｅｎ⁃
ｈａｎｃｅ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ａｓｐ ｆｏｒ ｉｔｓ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ｏｂｉ⁃
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ｉｖｉ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ｅ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ｓ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Ｕｓｉｎｇ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ＢＡＩ Ｈｏｎｇｙ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ｔｏｏｌ ｔｏ ｈｅｌｐ ｐｅｏｐｌ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ｅｖｅ⁃
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 ｋｅｙ ｔｈｅｏｒｉｚｉｎｇ ｔｏｏｌ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ｕｓｅｄ ａ ｇｒｅａｔ ｄｅａｌ ｏｆ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ｂｕｔ ｈｏｗ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ｓ ｏｆ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ｉ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ｌｅｓ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ｅｉｔｈｅｒ ｕｓｅ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ａｓ ａ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ｔｏｏｌ ａｎｄ
ｎｅｇ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ｂｅｅ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ｉｔｓｅｌｆ ｕｎｄｅｒ⁃ｖｉｅｗ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ｉｓｉｎｇ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ｏｒｉｚｉｎｇ
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ｌｙ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ｂ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ｂｙ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ｗａｙ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Ｎｅｗ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ｍｏ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Ｎｅｗ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 ＬＵＯ Ｙａｑ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ｈａｓ ｌｅｄ ｔｏ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ｒｅｓｈａｐ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ｎｅｗｓ 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ｏｌｄ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 ｏｒ “ｎｅｗｓ ｗｏｒｋｅｒ”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ｄｅ⁃
ｃｌ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ｉｃ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 Ｔｈｅｒｅ⁃
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ｎｅｗ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ｓ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ｉｔ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ｓ ａ ｓｕｂｓｔｉ⁃
ｔｕｔｅ ｃｏｒ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 ｎｅｗ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ｗ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ｎｅｗ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
ｏｕｓ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 ｎｅｗ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ｔｈｉｃｓ ｗｉｔｈ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ｔ， ａｎｄ ａ ｈｉｇｈｌ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 ｎｅｗ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ｏｎ⁃ｈｕｍ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ｉｃ 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ｔｈａｔ ｅｑｕａｌｌｙ ｖａｌｕｅ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１７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