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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媒介技术赋予受众信息生产与传播的自主权，进而生成了大量纪实与虚构互相渗透的“杂交叙

述”，消解了新闻的传统边界，进一步加剧了纪实文类的危机。如果以“符号双轴”理论加以考察，新闻的“杂交叙

述”实际上属于一种“宽幅操作”的结果。原本属于“窄幅文化”的新闻，获得了更多的内容选择与形式创新的可

能。“宽幅操作”的新闻文本大多生成了独特风格，纪实与虚构杂交的聚合选择使得新闻叙述融合了事实与想象，

更具娱乐和审美意味。不过，新闻的“杂交叙述”以及“宽幅操作”面临着“标出项翻转”和“选择悖论”的问题，需要

加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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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人类表意实践进行解码的过程中，当代符

号学显示出强大的理论阐释力。聚焦传播过程中符

号表征与信息交流的传媒研究，与符号学具有天然

的亲缘关系。当代符号学与传媒学的学科融合发展

具有广阔前景。应用符号学原理探讨当代新闻叙述

文本，是富有新意的理论探索。符号学的理论阐释，

能够深化人们对当代新闻叙述以及新闻文化的认

识，推进新闻符号学与新闻叙述学的理论建构。
符号文本的双轴运作，主要指的是文本的符号

选择与组合，它是文本建构的必然过程。考察符号

文本的双轴关系及其运作，是探索文本深层构成以

及文本风格的重要途径。“符号双轴”理论为考察

当代新闻叙述实践提供了一个有益视角。当代媒体

纪实叙述面临“泛虚构化”的危机，纪实与虚构混合

的“杂交叙述”在新闻文本中大量出现。从“符号双

轴”视域观察可以发现，这是作为“窄幅文化”的新

闻趋向于“宽幅操作”的结果。这种新闻叙述的兴

盛，一方面持续刷新新闻文本的样式，另一方面也可

能导致新闻业边界的消解，因此值得深入研讨。

一 “杂交叙述”与纪实叙述危机

当代西方著名叙述学家玛 丽 － 劳 尔·瑞 安

( Marie － Laure Ｒyan) 在《故事的变身》一书中专门

论述了“虚构与非虚构杂交”这一问题。她认为这

一现象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已经非常普遍: “在过

去几十年，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边界已屡遭侵犯，若

非溅血之地，也是倾泻笔墨之所。随着作家们想出

全新的方法来杂交这两种叙事模式，文学理论家们

也开始思索，二者的分野是否在后现代文本性的新

地理中仍然有用，或者，这条充满争议的边界是否最

终也会走上柏林墙的命运。”［1］( P41) 虽然这种杂交叙

述并非作者或读者哪一方的特权，但是数字媒介技

术的发展让广大受众也加入到这一杂交叙述运动当

中，进一步加剧了纪实文类的危机［2］( P146 － 152)。
瑞安坚持纪实与虚构分界的观念，将混淆纪实

与虚构边界的思路称为“泛虚构性教条”。这种思

路认为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没有本质差异，虚构叙述

无限膨胀，侵入了纪实叙述的专属领地。“新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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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运动开启了新闻史上杂交叙述的序幕，并导

致一种新文体的出现。关于这种文体的诸多称谓如

“真实小说”、“非虚构小说”和“事实小说”等，彰显

出文学虚构技巧与新闻纪实报道杂糅的特性。“新

新闻主义”运动盛极而衰，已经走进历史深处，但是

虚构侵犯纪实空间的实践却不绝于缕。虚构技法在

纪实叙述中大量出现，真人秀等戏剧化的纪实叙述

方兴未艾，让受众在面对真实与虚构的抉择时犹疑

不决。后现代主义美学与数字媒介技术的化合，使

得受众自由“盗猎”素材并加以拼贴，生产了大量

“杂交叙述”文本。瑞安也将这种文本拼贴视为“泛

虚构化”的重要表现:“玩弄虚构边界的另一种方法

是，从两边借用元素，故意结合成一个异质性拼贴，

其中的单个片段仍明晰可辨。……数字超文本由于

能够链接任何类型的文件，对拼贴或连缀原则起到

推波助澜的作用。”［1］( P44) 这种杂交叙述的目的在于

自我表达，它与传统新闻的宏大叙述截然不同。借

用利奥塔( Jean Francois Lyotard) 的描述，这种“大叙

事”向“小叙事”的转变体现出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

迁移。
纪实与虚构的杂交，造成了大量处于中间状态

的文本。按照符号学标出性理论，这些文本可以看

作“中项”。“中项偏边”现象，或者中项的认同取

向，决定其归属于纪实与虚构哪一个阵营。赵毅衡

认为，“在虚构叙述与实在叙述的对立中，虚构叙述

是标出项”，其原因在于作为杂交叙述的“中项”往

往被归类为纪实，而不是虚构［3］( P283)。在当代媒介

文本中，杂交叙述文本都处于真实与虚构连续体的

某一点，具体偏向于哪一极，要根据纪实与虚构的混

合比例以及存在于受众与文本之间的“文类规约”
来决定。受众认定的纪实文本，哪怕其采用戏剧化

和娱乐化叙述方式，添油加醋、夸大其词，仍然会抱

以宽容的态度。不过，面对来势汹汹的泛虚构化风

潮，保持警醒和批判意识是必要的。虚构虽然被认

定 为 标 出 项，但 是 也 存 在 标 出 项 翻 转 的 可

能［4］( P24 － 29)。而在新历史主义以及解构主义者看

来，虚构反而是非标出的。
如赵毅衡指出的那样，纪实叙述与虚构叙述的

分界依据，在于它们与外部现实世界的框架区隔差

异: 前者是一度区隔，后者是二度区隔。瑞安认为，

因为非虚构文本指涉外部世界，因此需要通过“文

本竞争”来验证真实性:“真正的虚构文本创造自己

的世界，并构成该世界的唯一通达模式，而非虚构文

本指涉的世界则构成许多文本的潜在目标，因为该

世界具有文本外的存在。虚构文本对其指涉世界而

言自动为真，但非虚构文本必须同描述同一世界的

其他文本竞争才能确立真实性。”［1］( P49) 基于此，其

实不必过分忧心泛虚构叙述。按照自由主义传媒理

论，事实真相会在“观点的自由市场”( open market
place of ideas) 中胜出，而理性的受众会在参与竞争

的文本叙述中分辨真伪。詹金斯在分析一档名为

《每日秀》的诙谐时政新闻节目时也持有这一观点:

“《每日秀》节目中的戏弄情节与采访现实中的公众

人物这两者交织混合在一起，它要求观众活跃而又

机敏，以在事实和想象之间进行区别和转换。这样

的节目为监测型公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训练场所。
……这类节目是提出问题而不是提供答案。在这类

节目中，新闻是通过对各式各样竞争报道的斟酌推

敲发现的，而不是从权威信息来源那里所领悟到的

东西。”［5］( P233) 在《每日秀》中，纪实与虚构叙述混杂

在一起，在文本内部就构成了竞争关系。此外，对于

新闻来说，围绕同一事件的叙述是开放的、多元的，

可以同时容纳纪实、虚构以及二者混杂的多种类型。
在文本竞争中，对于信息和娱乐的不同需求，会让受

众做出不同的抉择。
综上所述，受众积极参与的“杂交叙述”在网络

新媒体上大量出现，一方面显示出媒介技术给普通

人赋权的价值，另一方面也带来信息把关的问题。
在拆除了监管门阀的互联网上，固然泥沙俱下，谣言

横飞，但各种信息得以自由流通，也生成了叙述竞争

的机制。在多重叙述的交锋中，真实的信息拥有最

终胜出的机会。有论者认为，新媒体的把关机制因

此反而比传统媒体更胜一筹:“从整体看，网络新媒

体的‘拟态环境’还是较传统媒体营造的‘拟态环

境’更加真实。同传统媒体相比，网络新媒体的信

息传播是碎片化的，是海量的和透明的。由于信息

把关权利的平民化和网络自媒体的遍在化，虚假消

息传播的同时，也有真实消息同时发送，并对虚假消

息进行反驳与反向佐证。”［6］( P106 － 110)

二 “符号双轴”与新闻的“宽幅
操作”

按照赵毅衡的意见，叙述学中“故事”与“话语”
双层的传统划分，术语混乱，歧见迭出，不利于学理

探讨与有效对话。在“广义叙述学”理论建构中，赵

毅衡以“底本”与“述本”的新表述重新诠释了“叙述

双层”，并运用“符号双轴”理论加以阐发，令人耳目

一新:“从符号叙述学的观点看，述本可以被理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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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的组合关系，底本可以被理解为叙述的聚合关

系。底本是述本作为符号组合形成过程中，在聚合

轴上操作的痕迹: 一切未选入，未用入述本的材料，

包括内容材料( 组成情节的事件) 以及形式材料( 组

成 述 本 的 各 种 构 造 因 素 ) 都 存 留 在 聚 合 之

中。”［7］( P170 － 171) 新闻叙述同样是双轴运作的过程，通

过选择和组合，最终实现从“底本”到“述本”的转

化。李玮的专著《新闻符号学》专设一章论述新闻

文本的“双轴运作”问题，对新闻文本的事实性要素

( 即“5W +1H”: 什么人、在哪里、什么原因、发生了

什么 事、产 生 什 么 影 响、事 态 如 何 发 展 和 如 何 解

决) 、词汇、句法、叙述视角、叙述声音以及非言语层

面的选择与组合进行了分析，阐发了双轴运作导致

新闻文本意义偏向的现象。不过，这一研究主要立

足于新闻生产者的纪实叙述文本，并未将纪实与虚

构杂交叙述的问题纳入其中。
虽然新闻叙述可以在内容和形式层面做出多种

取舍和选择，但由于它具有纪实品格，必然受制于外

部现实和新闻客观性原则，所以它的聚合轴 ( para-
digmatic) 操 作 幅 度 相 对 较 小，属 于 一 种“窄 幅 文

化”。作为窄幅操作的新闻文本往往具有权威和独

断色彩，风格趋向严谨和单一。而一些创新性的叙

述则是“宽幅操作”的结果，将异质性因素纳入聚合

操作当中。比如，“新新闻主义”创作者在叙述手法

上拓宽选择空间，大胆采用原本不属于新闻叙述选

项的文学虚构技巧，其文本风格与传统新闻大异其

趣。文本风格是观察聚合幅度的重要依据: “观察

宽窄实际上是很自然的，其中之一是对文本风格的

认知。如果风格与接收者经验中的‘正常情况’相

比，变异比较大( 例如诗歌‘用险韵’，房子设计‘怪

异’，绘画风格‘峻奇’，故事叙述‘不可靠’，领导用

人‘不拘一格’) ，他就可能体会到这是宽幅选择的

结果。”［3］( P164) 而“新新闻主义”运动之所以引发争

议，就在于它将窄幅操作变革为宽幅操作，产生了与

众不同的风格，超出了受众的正常预期。
后现代语境下的新闻文本呈现出纪实与虚构混

合、杂交的形态。这种新闻叙述的“宽幅操作”也可

以解释为新闻业“核心知识”与“外围知识”边界消

解的结果:“网络时代产生的新变化在于，核心知识

和外围知识领域的边界都逐渐趋于模糊，因为各种

知识生产者影响了新闻的语言和知识特性，尤其是

外围知识领域建构空间较大，使其边界区域的知识

形态进一步多样化、复杂化。”［8］( P142 － 146) 新闻叙述中

可供选择的材料集合日益宽泛驳杂，尤其是市场驱

动的、娱乐倾向鲜明的新闻生产，以及受众主导的

“杂交叙述”，都无所顾忌地从各种叙述中攫取吸引

受众的素材，从宏大叙述到稗官野史，从数据信息到

虚构文本，举凡能够建构精彩生动故事的材料和形

式，都可能被杂糅成一个新闻文本。这样的叙述包

容了非常丰富的“底本”资源，与新闻事件相关的各

种素材( 包括虚构的艺术创作) 都存在被选取的可

能，成为作者展现创意的潜在材料，极大地拓宽了新

闻叙述的聚合轴，使新闻叙述由原本囿于现实事件

的窄幅操作，转换为多样信息的宽幅选择。而被选

中的虚构素材则与纪实信息拼贴杂糅在一起，构成

一种“嬉戏式”的后现代气质浓郁的文本。凤凰网

2014 年 10 月 23 日的视频新闻《女书记与两干部通

奸被查》就是对一则当时受到热议的社会新闻的解

构式叙述，其中的视频素材包括新闻当事人的真实

影像、卡通形象、与剧情相似的电影桥段等，而配合

的解说则是真实信息的交待和带有讥讽调侃意味的

主观评论。虽然真实与虚构的素材混杂，但文本的

主导品格仍是纪实的，那些添加的虚构内容其实可

以看作对新闻事件的一种修辞。
除了内容之外，一些新闻文本的形式因素也是

宽幅操作的结果。比如，《令政策的平陆往事》的导

语，就是在模仿《百年孤独》的著名开头: “多年以

后，当令政策面对纪检人员的审查，不知是否会想

起，父亲带着尚未成年的自己回到故乡山西平陆的

情景。”为数不多的读者评论显示，他们也联想到了

这部文学经典。一个网名为“1747266292”的读者

对此不屑一顾: “一则新闻也要抄袭《百年孤独》”;

另一个网名为“炫彩艺艺”的读者则为之慷慨点赞:

“马尔克斯式的开头，赞”。这种对虚构艺术作品的

互文性戏仿，使得新闻叙述摆脱了平铺直叙的乏味

风格，激发了读者的联想活动。再如，2015 年 3 月

26 日一则题为“南京官员在女儿婚礼上被带走”的

新闻在网络上扩散，引发公众议论。原本新闻报道

是如此还原事件细节的:

3 月 21 日晚，周六，系王德宝女儿的

结婚日，而王德宝却被江苏省纪委来人带

走。据参加婚礼的一位人士向记者透露，

在婚礼现场的最后一排，“坐有 3 － 5 个男

子，在默默抽烟，不说话”，不过，“这并未

引起宾客的注意力，因为男方以为是女方

的客人，女方以为是男方的朋友。”但随着

婚礼的进行，就出现了一些迹象。“不少

公职人士借口上厕所﹑接电话就悄悄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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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的人一到，座位还没坐热也走了，有

的人走的时候大衣外套还在椅子上。”上

述知情人士说，“最早离开的一位张姓副

区长，因为他的姐姐是省领导之一，是他先

认出了 纪 委 的 人。”不 过，婚 礼 仍 正 常 举

行，“王德宝被带走时绝大多数宾客都不

知道，再说了，王是政府领导，这种场合找

他说话聊天的人太多了。”
尽管官方事后出面澄清: 此报道严重失实，但其

引发的舆论热议沸沸扬扬，以此为原型的杂交叙述

早已出笼。一个网名为“无量头颅无量血?”的读者

以评书体重构新闻现场: “上回书说道，三五男子，

兀自落座，掏出火镰，点了旱烟，也不与旁个搭话，闷

头便抽。众人不以为意，只道是前来贺喜的宾朋。
忽的刮起一阵风，将其中一名男子的衣角吹起，露出

腰间的绣春刀，却被张县丞看了个真真儿，心下大

骇，转身 就 跑，但 见 一 闪 寒 光，直 追 他 后 心 而 去

……”这一极尽揶揄调侃之意的寄生性文本，被媒

体写手摘录后与新闻文本融为一炉，以新闻综述的

形式再次交给受众品评。围绕这一事件的杂交叙

述，显然摆脱了窄幅操作的束缚。

三 “选择悖论”与新闻的“窄幅
操作”
“宽幅操作”的新闻文本大多生成了独特风格，

纪实与虚构杂交的聚合选择使得新闻叙述融合了事

实与想象，从而显得曲折生动、摇曳多姿，更具娱乐

和审美的意味。这类宽幅操作的叙述可以归入新闻

的“娱乐传统”。不过，在当下信息泛滥的时代，新

闻受众的一大困境在于如何高效快捷地获取有用的

信息。对于寻求信息的受众来说，娱乐和消遣并不

是首选。2000 年波因特研究所开展的一项视线跟

踪研究项目揭示了“屏幕阅读”的显著特征: “比起

完整的文章，网络用户更加偏好新闻简报，选择后者

的人数是前者的三倍。根据尼尔森诺曼集团的归

纳，即便是在新闻环境中，‘人们最常见的行为也是

寻求信息并且无情地忽略细节’。”［9］( P155) 我们似乎

已经进入了一个“读题时代”，受众没有耐心阅读跌

宕起伏的长篇大论，新闻“素食主义者”越来越多。
与此相应的是，新闻生产也出现了“极简主义”倾

向。乔治·雷兹特( George Ｒitzer) 曾以“快餐厅”这

个形象的比喻，说明现代社会高效、可靠、可预测和

控制的基本组织原则，并创造新词———“麦当劳化”
来表述这一时代症候。当今，符号表意也日益“麦

当劳化”。新闻叙述的“麦当劳化”体现为标准化

的、打包好的、可预测的文本大量出现。在截稿压力

下，记者失去了工作主动性和创造性，只能按照惯例

被动地传送信息。新闻的“麦当劳化”生产与新闻

的快餐式消费相得益彰。在此过程中，新闻叙述又

以一种“窄幅操作”的方式进行。
这种局面的形成，可以用赵毅衡对当代社会的

符号危机的阐释加以说明: “我们从符号学角度观

察当代人的生活，可以发现，这双轴关系在当代发生

了畸变。应当说当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最大的

特点是宽轴，给个人性的选择和解释更大的余地，但

是由于符号泛滥危机，当代社会的人受制于‘选择

悖论’，越来越倾向于单轴行为，即是放弃选择，放

弃聚合操作。”［3］( P373) 选择太多，导致无从选择，这真

是一个“选择悖论”( paradox of choice) 。如何从异

化的符号消费中走出来，是摆在当代人面前的一个

严峻课题。如果新闻的“窄幅运作”立足于客观真

实地反映现实，抵制“泛虚构叙述”的不良影响，那

么可以将之视为新闻业回归专业主义本位的一种适

当选择。当然，“窄幅操作”并非约束新闻叙述的创

新性实践，在此过程中，应当避免陷入“麦当劳化”
的陷阱当中。

新媒体冲击之下，传统新闻业的边界趋于消解，

如何重新定义和理解新闻，成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前

沿问题。除了“泛虚构叙述”的威胁之外，新闻业还

要面对“泛记者叙述”的问题: “想象一下这样的世

界: 有‘新闻’但没有‘新闻业’，也没有‘新闻记者’
这种职业。”［10］( P11 － 29) 长期致力于公众与媒体之间

关系研究的杰·罗森 ( Jay Ｒosen) 教授为人们描绘

出这样一幅未来的新闻业图景。公众抢夺了记者报

道新闻的特权，众声喧哗的时代降临了。事实上，

“泛虚构叙述”可能正是“泛记者叙述”导致叙述竞

争加剧的必然后果。原先被垄断的信息发布权一旦

被数量庞大的公众掌握，那么新闻受众可能需要面

对一个鱼龙混杂的信息市场。这未尝不是又一个

“选择悖论”。在这种环境中，职业新闻人的声音会

更加受到重视。人们对真实信息的追求，使得窄幅

操作的新闻叙述同样能够在竞争中胜出。
消解或重建新闻边界，实质上也是一个宽幅或

窄幅操作的问题。虽然新闻业的边界面临侵蚀，但

一些论者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仍然抱持信心。
在他们看来，新闻如何生产或许会随着技术变革而

不断发生变化，但“好新闻”的标准却一如既往。曾

是传统媒体记者和编辑、后来出任社交内容分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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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网站 BuzzFeed 主编的本·史密斯( Ben Smith) 就

认为新闻叙述终究要回归正途: “而今新闻的目标

跟以往我们所谓‘好新闻’的目标仍旧是一样的: 知

会人们所未知的，回答人们所疑惑的，告诉人们你所

知道的和你能发现的。网络媒体在‘搜索时代’走

了一些弯路，但现在我们已经回归到传递信息、开启

民智的正途上。”［10］( P18 － 29) 这种回归就是由宽幅向

窄幅波动的过程。当然，传统新闻业的时代终究一

去不复返了。基于市场新闻业的运作法则以及受众

对“信息”与“娱乐”的不同偏好，“选择悖论”的问

题或许将一直存在下去，新闻叙述“双轴运作”的空

间也会愈加宽广。不过，可以乐观的是，“窄幅操

作”的新闻业终究会受到尊敬，“好新闻”的规则与

传统也不会就此过时。

四 结语

当代新闻叙述面临的主体多元、文类混杂和边

界消解的危机，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未来新闻业

变革的契机。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 “个体意

识的觉醒与新闻产制的公民化不断影响作为符号产

制的新闻文本，它表现为传统边界的突破、表意形态

的创意，这意味着新闻符号学论域宽广，应用广泛，

我们有理由把此项研究视为一项联动的文化实践加

以延伸和接续。”［11］( P221 － 225) 不断刷新的当代新闻叙

述实践，为新闻符号学与新闻叙述学的理论建构提

供了源源不断的研究课题。新闻学与符号学、叙述

学的“联动”，既验证了符号学理论的“普适性”，也

为推动当代新闻理论建设提供了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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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Hybrid Narrative”of Contemporary News
in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WANG Qiang

(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Minnan Normal University，Zhangzhou 363000，China)

Abstract: Benefited from the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the audience gains more autonomy of the information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A large number of“hybrid narrative”texts that mix factual and fictional elements ap-
peared in the new media． It digests the traditional boundaries of the journalism，furthermore，exacerbates the crisis of
factual narrative． Using the semiotics theory of“two axes”to analyze this phenomenon，we can see that the“hybrid
narrative”of contemporary news is actually a result of“broad width operation”，while the journalism is a“narrow －
width culture”originally． The creators of the“hybrid narrative”get more possibility of content selection and form
innovation． The news narrative of“broad width operation”has a unique style． The“hybrid narrative”combines the
facts and imagination，thus shows an entertaining and aesthetic style． However，the“hybrid narrative”of contempo-
rary news faced with the problem of“conversion of markedness”and“paradox of choice”．

Key words: the concept of two axes in semiotics; news narrative; new media; hybrid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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