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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出性”视野下的公共新闻研究
—基于中美两国媒介生态的比较

廖云路

摘要  “标出性”原是语言学术语，在文化符号学中是研究文化现象的重要工具。本文以“标出性”理

论为基础，从“正项、中项、异项”间的互动关系考察了中美两国间公共新闻的媒介生态环境。公共新

闻在美国媒介环境中处于异项而被标出，在中国媒介环境中处于中项、“两头受压”的位置，需要走出

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新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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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出性”在语言学界亦被称作“标记性”，文化符号学认为，“标记”的中

文意义指代含糊且易被误用，因而建议改为“标出性”。[1]“标出性”虽为语言

学术语，但学界将其作为一种文化研究的视野，广泛运用于新闻、影视、景观等

领域。本文从“标出性”理论关于文化“正项-中项-异项”的区隔出发，分析

了在中美两国不同媒介生态环境下，公共新闻作为标出项或非标出项的地位，

并就中国媒介生态环境下的公共新闻发展的进行了思考。

一、“标出性”理论与公共新闻

“标出性”理论最早由布拉格学派的音位学家尼古拉·特鲁别茨柯伊提出，

他在音位学的研究中发现，清浊辅音这两个对立的项中，浊辅音因在发音过程

中需使用器官较为复杂，其使用低于清辅音，也就是说，浊辅音一项积极适应，

主动被标出，而清辅音则未被标出。此后，语言教学专家罗德·艾利斯认为“标

出性”是相对于基本的语言特征而言，某些语言因具有“特别的方式”而被标

出。用更加直观的方式解释标出性则是，在两个对立的项目中，其中一项具有

A特征，另一项有A+B特征，那么A便是“基本特征”，A+B项就因具有B的特别

方式而被标出。

基于二元对立关系存在的普遍性，“标出性”理论逐渐从语音、语法、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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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言学领域进入文化、社会研究领域。进一步

而言，两个项目对立关系之间在一定时空条件下

才能维持平衡状态，而大多数环境下的二元关系

都以不平衡状态呈现，即一项相对于另一项靠非

标出项表达来表达自身。学者赵毅衡先生提出

了三项模式来描述标出项与非标出项之间的动

态关系。“正项”，是相对于标出项的对立项；“异

项”，是标出项；异项和正项之间，还有一个“中

项”。中项并非中立，而是偏向正项并与正项一

起构成非标出项。在正项与异项的角力中，中项

偏向正项的关系并非牢不可破，在正项给中项施

加一定向心力的同时，异项也在争夺中间项。当

中项一旦偏转向异项，原来的正项、异间的关系

则发生逆转，异者为正，正者为异。在文化学者

看来，由于非标出项常常被视为“常态”，具有更

好的文化普适性，因而在两个对立的项目中，正

项和异项均在争夺中项，以维持或获得正项的地

位，也即是文化的主导权地位，而“正项-中项-异

项”的动态关系是一个往复、变化的过程。在此

视野下，“标出性”理论为认识文化现象提供了很

好的关照。

新闻活动是当今社会最为普遍的社会文化

现象之一，“标出性”理论在新闻活动领域有强大

的阐释力。正如西方新闻界流行的对新闻价值通

俗的判断标准“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

闻。”这里的“狗咬人”是非标出项，是社会常态，

而“人咬狗”因其违背了人之活动常态而成为标

出项。从新闻的定义而言，其具有超出寻常的特

征，是与寻常状态相异的社会现象，如车祸、水灾

等，如果社会生活风平浪静，人们就不需要通过

新闻来减少对周围环境的不确定性，也就难以有

新闻产生。中国新闻界将新闻价值定义为“事实

本身包含的引起社会各种人共同兴趣的素质”，

并进而以时新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和趣味

性予以概之。其中的每个“性”也都体现着新闻

对标出的追求。因此，新闻本身就带有“标出”的

特性，正如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所说的，记者们

感兴趣的只是异乎寻常的东西。新闻的真实性

也只能是对某个具体新闻事件的真实性负责，而

不能对社会的真实性，即处于正常状态中的非标

出项的真实性负责。同时，新闻的“标出”特性不

仅体现在对具体新闻事件的选择中，还体现为某

一类型新闻在媒介环境中是否标出。这也是考

察其能否被媒体和受众广泛采纳、接受的关键。

公共新闻是一种1990年前后起源于美国的

新闻理论。纽约大学新闻学系的杰伊·罗森教授

最早提出“公共新闻”这一概念。他认为，受媒体

责任论的影响，媒体不应局限于报道新闻，还应

重视新闻所产生的公共效益与社会价值，如提高

公民在获得新闻信息中的媒介素养，帮助公民搭

建在公共问题上的对话和交流的平台，提升解决

问题的能力，从而改善和建立更好的社会秩序。

另一位公共新闻的领军人物戴维斯·梅里特用一

句话概括：公共新闻是公众为改善公共生活而参

与到公共事件中的一种新闻事业。学者坦尼·哈

斯认为，公共新闻要求媒体创立各种正式或者非

正式的手段让公民参与新闻媒体议事日程的制

定，而且必须促进一种集合了对话交流和大众传

播协商优点的公共话语形势的发展。

作为一种新闻报道的类型，公共新闻的诞

生与美国社会媒介生态环境及其背后的政治、经

济、文化等因素有着密切联系。在2000年以后

进入中国，公共新闻又作用于中国的媒介生态环

境。那么，公共新闻在中美两国的媒介生态环境

中各自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与其他类型的新闻相

比是否具被媒体追捧和广泛被标出呢？这正是

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二、公共新闻“标出”：美国公共新闻的媒介生态

媒介环境作为社会中的一个子系统，与整个

国家的文化紧密相关。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当

17世纪受迫害的清教徒抵达美洲大陆时，其约法

中就将民主、自由赋予了极高地位，这也奠定当

今美国文化中十分重要的个体主义中心基调。在

崇尚个体奋斗的氛围中，美国人有句哲学为“从

牛身上刮油，从人身上刮钱”，即是个体有增加的

自身资本的责任，而违背这一规则会被视为渎

职。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共同影响，自由主

义传统从美国建国之初就得到确认。在美国的媒

介环境中，媒体的直接管理者不是政府，媒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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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不在政府中担任职务。媒体也因与政府

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而被称为“第四权力”。当然，

在社会大系统中，媒介环境也难以完全摆脱政治

的干预，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把本来十分强大

的政治势力给予了分解。另一个对媒介环境具

有重要影响的子系统则是大财团，媒体作为市场

经济环境下的细胞必然受到资本的控制与制约。

为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美国媒体不得不制造娱乐

来吸引受众的眼球。

美国学者约瑟夫·塔洛对当代美国媒体中的

娱乐形式进行了分类，他认为目前媒体的娱乐形

式主要由节日、游戏和戏剧、喜剧组成，相应地在

每一种类型范畴内，还存在子类型。[2]（表1）

表1 娱乐的基本形式

媒体将各种盛大场面、体育比赛、生活闹剧

以娱乐的方式呈现出来，使观众们麻醉在这些社

会冲突中，并且逐渐成为一种“日常化”的生活状

态。有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电视制造出的娱乐正

迎合了受众的胃口，美国人每天平均收看电视节

目已超过7小时。[3]

美国媒体过度娱乐现象，近几十年引起了以

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学者们的批判。在利

奥·洛文塔尔看来，过去的英雄大多是在资本积

累过程中的“生产模范”，如今人们崇拜的是与娱

乐、时尚领域密切相关的“消费偶像”。在电影、

球场与夜店里走马灯式的明星，既无法提供精

神、道德上的引导与教育，又引诱人们堕入充斥

着肤浅快感、消极被动的虚幻世界。道格拉斯·凯

尔纳将当今社会比喻为“奇观社会”，这种奇观的

呈现缘于现代化的电子技术，通过强烈视觉吸引

力的影像和画面，营造出一种有别于现实生活的

拟态环境，将人们卷入一个由娱乐、狂欢和消费

组成的世界。在媒体和消费社会的包围下，人们

就像一个被精心操控的木偶，满足于肤浅而短暂

的享受，不愿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并失去对政治的

兴趣。尼尔·波兹曼更是担心毁掉人们的，并非

人们所憎恨的凶杀、吸毒、犯罪，而恰恰是深陷其

中而无法自拔的娱乐。

在当今美国的媒介文化中，从五花八门的娱

乐方式到各路学者声讨娱乐致死的声音，都显示

出娱乐是当下美国媒介生态中的主流，处于非标

出项的地位。相比之下趋于探讨公共利益的公

共新闻，则是站在娱乐对立面的标出项。从北卡

罗来纳大学教授菲利普·迈耶对公共新闻的界定

中可见一斑：一是从个人主义走向公共意识；二

是对公共议题保持较长时间的关注；三是对整个

社会系统进行解析和引导；四是关注最大公因素

而非极端、异质数；五是公正、准确报道政治、社

会议题，而非倾向于某一方或单纯运用报道技巧；

六是培育公众自身分析、思考问题能力。总之，

媒体需要建构一种“共识会议模式”，来促成这些

公共新闻目标的实现。“共识会议模式”会围绕

一个所谓的群众专门问题小组。它包含10到16

人，这些人被会议组织者组织起来对一个大众关

心的问题进行考察，对其解决办法进行规划。整

个过程包括两次预备会议和一次主会议。这个

小组先列出与议题有关的所有问题，再挑选解决

这些问题的专家，然后对专家进行提问并与之互

动，商讨专家们的意见，然后再对相关问题的解

决提出最终的解决方案。[4]由此可见，相对于娱

乐的新闻来说，公共新闻对实现目标和路径有着

严格要求、标准及程序。同时，公共新闻更依赖

于员工撰写故事、高成本的调查、采访及公民焦

点小组、详尽的视频短片及其他开销，成本是很

高的。

公共新闻无疑与美国媒体以赢利为目的的

媒介生态主流不相符，但也正因如此，公共新闻

在美国又具备了“标出性”，这一点从公共新闻诞

生的原因中可以看出。新闻媒介的利益取向、这

种取向给专业自治及新闻报道质量带来的破坏

性影响，使得新闻工作者开始担忧，这种担忧在

过去的20年中极具增长，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公

共新闻作为一种新闻改革运动诞生了。媒介竞

争的利益驱动，出现了新闻娱乐化、庸俗化的倾

向，新闻报道质量不断滑坡。基于这些缘由与情

绪，美国新闻从业者对新闻职业进行了批判，并

开始反思“什么样的新闻才是好新闻”、“记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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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到底是什么”、“新闻会对社会产生怎样

的意义”等。这种批判最明显的成果之一便是出

现了反潮流的“公共新闻”。正如前文所述，因为

新闻本身具有追捧标出项的特征，被娱乐新闻标

出的公共新闻在短时间内形成一股风潮，并向丹

麦、日本、澳大利亚等媒体市场同样发达的国家

蔓延。

在“正项-中项-异项”的动态系统中，标出

项翻转的重要条件是不同时期的主导因素所构

成的文化生态环境的总体变化逼迫正项让位。但

就美国高度发达的媒介商业体制生态中而言，作

为标出项的公共新闻要实现翻转困难重重。虽

然公共新闻为消费崇拜、娱乐之上的美国媒体敲

响了警钟，但无可否认公共新闻仍在美国媒介生

态中处于弱势地位。媒体即便认可公共新闻的

价值，但也不表示不再赚钱，而对公共新闻保持

较高青睐的媒体也多为地方性媒体和中小规模

的媒体，因为它们在与强大的媒体集团竞争正项

中不占优势。“美国有超过300家日报参与过公

共新闻事业项目，75%的活动由发行量低于25万

份的地方报纸发起。”[5]由此可见，公共新闻以其

标出而带有新闻性，才被媒体尤其是面临更大生

存压力的中小媒体所追捧。公共新闻潮流只能

是美国泛娱乐化媒介生态中的一剂“止痛药”，是

美国新闻界对“社会责任理论”进行思考并开展

的一系列实验性的新闻传播活动。

三、娱乐新闻“标出”：中国公共新闻的媒介生态

中国的媒介生态环境同样受到整个社会系

统的影响。中国自古以来地域辽阔，打击地方割

据、建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观深入民心。无论是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梁启超的“报馆有益于

国事”、“报馆是耳目喉舌”新闻思想，还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下新闻事

业要坚持党性原则，都赋予了媒体“喉舌”的属性

定位。当代中国新闻事业也是党的新闻事业、党

的一项重要工作，新闻要服务于党的各项事业发

展，媒体要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宣传国家

的法律、法令，营造顾全大局、珍视团结、维护稳

定的良好氛围，不断巩固各族人民群众共同团结

奋斗的思想基础。

从前文对公共新闻的梳理中可以发现，公

共新闻呈现两大特征：一是以公共事件或问题为

报道对象，二是以社会动员、参与讨论为路径需

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

新闻事业的指导性原则和群众性原则相关，也就

是“围绕一定目标，广泛发动受众”。可见，公共

新闻之于中国的媒介生态环境为非标出的地位。

按照“正项-中项-异项”的区隔，在中国的媒介

生态环境中，按照上级的指示进行宣传的单纯的

政治传播为正项，反映经济、文化、生态、民生建

设等新闻构成中项，而以赢利为主要目的，吸引

受众眼球的娱乐新闻为异项。公共新闻在中国

处于中项的位置，偏向正项并被正项携带。

公共新闻在中国媒介生态中的中项地位在

理论和现实中都有所体现。关于中美媒体“喜鹊”

和“乌鸦”的比喻由来已久，美国学者认为，公共

新闻与媒介大环境中传统新闻的差异是，传统新

闻大都是负面报道，“公共新闻”目的是要解决公

共问题，是一种倾向于舆论引导的正面报道。相

反，中国的媒体强调政治原则与“喉舌”的媒体属

性，用新闻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是媒体义不

容辞的社会责任。因此，从公共新闻进入中国伊

始，很快就与媒体的党性原则、保持正确舆论导

向等融为一体，几乎没有遭遇到“水土不服”。以

较早开始实践公共新闻的江苏卫视《1860新闻

眼》为例，这个新闻栏目立足于民生，让老百姓对

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表达自己的意见，虽然七嘴八

舌，意见的含金量参差不齐，但从形式到内容都

具有“公共新闻”的特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

雯认为，公共事件与公共问题长期是新闻报道的

重要议题，新闻媒体也早已具有发动公众参与、

共同讨论对策的经验。[6]换句话说，“公共新闻”

在中国早就存在，只是缺乏这样一个概念或框架

而已。

娱乐新闻在中国媒介生态环境中的标出，也

能说明公共新闻的正项位置。以电视节目为例，

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发轫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春晚，

由特殊时间节点上的晚会发展到日常性的以歌

舞、小品、相声、魔术等为构成要素的综艺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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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央电视台最早的《综艺大观》，以艺术审美为

节目的核心诉求；到1990年以《正大综艺》为代

表的旅游、知识类节目，为观众拓展了认识世界

的视野；到到湖南卫视1997年开播的《快乐大本

营》等游戏类娱乐节目，在明星、竞赛中营造欢乐

气氛；再到近年来涌现出的《中国好声音》、《中国

好歌曲》、《奔跑吧，兄弟》等以歌唱、闯关比赛形

式进行的娱乐节目，几乎每一个代表性的节目都

成为了一定阶段人们从媒体上获得娱乐的缩影。

一个优秀的娱乐节目因其具有“标出性”，一经播

出常常引起“万人空巷”，短时间内就能积聚数亿

人高度关注的盛况，“标出性”带来的经济效益更

是可观。

类似的“标出性”在报纸媒体中也有所体现。

打开一份报纸，领导的活动、新出台的政策、各行

各领域的建设等，无疑被放在最显著的头版、要

闻版中，而社会新闻、体娱新闻普遍都放在报纸

靠后的版面，但这部分内容往往是市场类媒体差

异化竞争的重要武器。在中国都市报发展轨迹

中，都市报在创办初期曾刊登了“星”、“惺”、“性”

的新闻，来打破主流党报严肃的新闻报道。都市

报以其为读者提供被标出的“谈资”，在中国各地

城市迅速发展。当然，在中国整个的媒介生态环

境下，娱乐新闻也要求要贯彻党性原则，从都市

报发展规律看，都市报在打开市场，形成了较为

稳定的办报风格和读者市场后，便树立主流大报

的媒体定位。这恰好体现了党性原则下的正项

新闻对中项和异项施加的压力，同时又允许异项

的存在以保持社会文化的多样性；而作为异项的

娱乐新闻为了赢得更加长远的发展，通过通过变

形的方式隐秘地存在于正项或中项中。总之，公

共新闻在中国的媒介生态环境中是属于被正项

携带、偏向正项一边的中项，与公共新闻在美国

的媒介生态环境截然不同。

四、结语：“两头受压”下的中国公共新闻

公共新闻目前在中国处于一种尴尬境地：一

方面，公共新闻离不开公民社会的“土壤”，正在

萌芽状态中的中国公民社会若想复制在美国公

民社会中萌生的公共新闻，仍带有理想成分；另

一方面，目前中国公共新闻实践受媒体组织结

构、经营方式等诸多因素制约，培养公民意识的

受众讨论环节常常流于形式而非内容。从“标出

性”理论解释当下公共新闻的尴尬境地则更加直

观—公共新闻在中国的媒介生态环境中处于中

项，它为了不被标出，偏向认同正项；但是这一偏

向并不是恒定的，而是处于变化中。由于对中项

的争夺决定着正异项在文化中的地位，中项既然

被争夺，也就难免“两头受压”。公共新闻在中国

正是受到正项和异项的争夺：一方面，受中国新

闻事业党性原则正项的影响，公共新闻既要传播

党和政府执政理念，通过搭建的公共平台将民众

意见最终上升为政府意志；另一方面，公共新闻

又受到娱乐元素，甚至是一些庸俗化、过度商业

化新闻的影响。

“两头受压”下的中国公共新闻需要在中国

的媒介生态环境中，找到一条带有“中国特色”的

发展道路。例如，在应对正项压力方面，可以将

“民生”与“公众”、“国计”有机地集合起来，通过

公众问题的解决提升公共新闻的必读性和权威

性，从而带有“正项的美感”；在异项压力方面，

公共新闻可以借鉴一些娱乐节目的互动形式，在

运作过程中加强沟通与交流，开展多向联动，最

大限度地激发和调动观众参与新闻事件、关注新

闻节目的热情。总之，中国公共新闻只有不断创

新形式，从正项和异项中吸取优点，才能赢得更

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281.

[2]约瑟夫·塔洛.今日传媒—大众传播学导论[M].华

夏出版社，2011：47.

[3]强月新，屠晶靓.中国公共新闻活动的实践辨析[J].

当代传播，2008（3)：7-10.

[4]坦尼·哈斯.公共新闻研究：理论、实践与批评[J].华

夏出版社，2010:131.

[5]西奥多·格拉瑟.公共新闻事业的理念[M].华夏出

版社，2009：2.

[6]蔡雯.试论中美两国公共新闻传播的现实差异[J].

今传媒，2005（6）：4-6.

全球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