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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视野下的电视新闻

黄 立 白 冰

几经波折 , 5传媒符号学 6的译本终于得以面世 , 其间虽有自己的诸多艰

辛 , 也要感谢四川大学符号学一传媒学研究所的赵毅衡教授的积极支持 "有

赵老师的支持 , 这部译作才能以今 日之风貌面对读者 "所以赵老师嘱我为译

本作一篇介绍的短文时 , 我非常乐意地接受了 "

5传媒符号学 6是英国雷丁大学乔纳森 #比格内尔教授在 2002 年出版的

一部著作 "乔纳森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电视史 !电视电影分析方法论和符号学 !
后现代主义 , 该书以他为学生教授 /传媒符号学 0课程时所准备的讲义为基

础扩充修订而成 "乔纳森在书中对时下学界盛行的符号学研究进行了较为全

面而深人的介绍 , 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对各种现代媒介的研究之中 , 分析了广

告海报 !杂志 !报纸 ! 电视 ! 电影 !互联网等主要媒介的符号体系如何建构

了自身的神话意义和意识形态价值体系 "

该书第五章为 5电视新闻 6"乔纳森以英国最有影响力的英国广播公司

(B B C ) 和英国独立电视台 (I T V ) 的主打新 闻节 目 5B BC 新闻 6 (B B C

N " !) 和 5十点新闻 6 (IT V N ew !at Te n) 为例 , 对电视新闻进行了定义 ,

探讨了电视新闻在电视节目表中的地位和影响 , 电视新闻的神话意义 !结构 !

意识形态 , 并分析了观众如何对电视新闻进行解码以及国际新闻对电视新闻

发展的影响 "

在今天 , 电视已经成为我们现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文字的中心

地位正在逐渐消退 , /观众在声与象不断重复 !交错 !快速切换的轰炸下俯首

帖耳 ,,对文字这种书写方式的感受性和感受力愈来愈迟钝 , 读者对文字媒

介的激情开始减退和衰竭 0"¹ 电视的影像和声音带给观众的感官刺激使其在

¹ 乐黛云: 5比较文学原理新编 6,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998 年 , 第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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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生活中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 电视新闻则分享了电视媒介的神话身份 ,

正如书中谈到的 , /新闻在电视频道转播的节目中占有重要地位 0"¹ 电视新

闻不仅可以为我们提供信息 , 还可以影响观众的收看模式 "电视新闻的品牌

效应可以吸引观众收看新闻之前和之后的电视节目, 而众多的电视新闻观众

也可以为电视台吸引更多的广告收人或者提高许可证费 , 提升电视台的竞争

力 "电视新闻权威 !公正 !及时 ! 中立的神话身份为其确立了对观众思想和

认识的引领作用 "在乔纳森看来 , 这两家英国电视台都成功地掌控了电视新

闻的符号横组合和话语规约 , 从而建构了自己的神话身份和对观众的意识形

态影响 , 也藉此建立了自身的 /品牌形象 0, 使这两家公司跻身国际传媒集团

的行列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基础上 , 乔纳森运用符号学原理 , 为我们剖析了

电视新闻是如何通过对符号横组合和电视 ! 新闻的话语规约的掌控完成其在

信息传递中神话身份的建构的 "

新闻报道是一个视觉横组合和一个语言横组合 "视觉横组合就是一系列

像似性图像符号 , 其意义非常含混 , 而播音员运用丰富的语言符号诊释新闻

的内涵 , 这样电视新闻的画面被编码 , 被新闻机构赋予其支持的意识形态和

政治观念 , 使新闻具有了神话意义 " /电视新闻所表现的现实并非现实本身 ,

而是被新闻的符号 !符码 !神话和意识形态影响后的现实 "新闻形成和反映

了何为重要的主导常识观念 (因为重要的就是在新闻中出现的) , 因此也参与

了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 , 我们则通过这一意识形态感知现实 "0 (第 88

页)

电视新闻的神话之一就是其权威性 , 电视新闻可以由其对语言和视觉符

号的巧妙运用成功构建其权威身份 "电视新闻的权威性来 自其严肃和公正的

内涵 , 而观众则在一个互文性的语境中完成对电视新闻的解码 , 接受电视新

闻的影响 "电视新闻播音员是电视新闻神话的一部分 , 他们会接受正式的服

装符码 "在节目中 , 男士通常会穿着西服 , 女士穿着职业装 , 新闻播音员的

服装符码使他们被编码为专业 !严肃和权威的"播音员的语言符码也有助于

播音员权威公正神话身份的建构 , 他们在报道中常常会使用非个性化的语言

符码 , 而不使用 /我 0 字等个人主观倾向较强的语言符号 , 也不使用手势符

号或表情来传递个人情绪 "播音员的这套服装和语言符码体系共同完成了播

音员权威 !公正神话身份的建构 , 也使其播报的新闻具有了权威的神话身份 "

¹ 1英] 乔纳森 #比格内尔: 5传媒符号学6, 白冰 , 黄立译 , 四川教育出版社 , 2012 年 , 第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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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声音和图像符号的巧妙运用 , 电视新闻的片头设计也能建构其权

威的神话身份 , /另一种通过符号的符码化运用暗示权威性的方式就是新闻节

目本身的片头 0 (第 89 页) "乔纳森通过对 5BB C 新闻 6和 5十点新闻 6片

头影像符号和声音符号横组合的分析 , 总结了两大电视台的片头如何为两档

电视新闻节目树立了 /品牌形象 0, 建立起权威的神话身份 "两档电视新闻节

目响亮的片头音乐富于重要 !庄严和激情的内涵; 图像符号中快速移动的横

组合电脑制图显示了制作技术的先进; 播音员对标题新闻的介绍和新闻图像

的交替出现暗示了新闻的及时性; 而片头中世界各国首都名字和世界地图或

地球图形符号的交替出现 , 暗示了新闻的世界性覆盖率; 大本钟和议会大厦

的图像符号则象征了国家政治事务和传统 "由各种转喻性符号和庄严音乐符

号构成的电视新闻片头成为两档电视节 目的 /品牌形象 0, 实现了节 目的个性

化 , 也暗示了新闻权威的神话身份 "

电视新闻的另一神话是其及时性 , 新闻机构运用各种符号暗示电视新闻

的这一特点 "新闻节目中卫星链接等现代技术的引人使新闻报道能保证其及

时性 , 同时, 电视新闻机构使用大量符号来完成其及时性神话身份的构建 "

屏幕上显示的 /直播 0 字样暗示了事件发生与新闻播报的同步性; 播音员播

报中使用的语言符号横组合 , 外景地记者在允许的时间范围内对新闻事件进

行的现场采访 , 在节目播放期间插人新闻报道的图像 ! 文字符号的介绍等都

显示了电视新闻的及时性特点 "电视新闻的及时性在建构其神话身份的同时 ,

也提升了电视新闻节目的权威性和竞争力 , 吸引更多的观众收看节目"

在对新闻事件的叙述中 , 电视新闻还在观众中建构了自身客观 !公正和

平衡的神话身份 "播音员中立的声音暗示了新闻机构对报道采取的公正态度;

对冲突各方对事件不同回应态度的叙述暗示了节目 /平衡 0 和 /客观 0 的神

话 "电视新闻将一切奇妙有趣的事件带入观众的私密世界 , 并以此拥有了跨

越公众与私密之间的鸿沟的神话身份 "新闻机构和播音员成为一个中介者 ,

充当了联系观众私密世界与新闻事件公共世界的纽带 "电视新闻的这一神话

身份也自然化了观众在与电视媒介交流中的被动地位 ) 观众可以观看新闻 !

了解新闻并接受新闻 , 但观众却无权改变新闻 "

电视新闻在一个互文性语境中被制作和播放 , 因此电视新闻也具有电视

节目娱乐性和观赏性的特点 "播音员直视镜头问候观众都是吸引观众注意力

的方式; 在节目的制作中复杂图像 ! 蒙太奇手法和图像处理的运用都是为了

增强节目的观赏性; 镜头在播音员 ! 记者和被采访者之间的切换是为了鼓励

观众参与对新闻的解码 ; 电视新闻有其连续性 , 如新闻中出现的系列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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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员和记者能吸引观众对节目的持续关注; 电视明星的出现实现了新闻节

目的个性化和 /品牌形象 0 的建立; 电视新闻在播报中建立了一种叙事性对

立 , 播音员 !观众 !新闻机构成为 /我们 0, 而其他民族 !官僚机构 !罪犯和

命运成为负面新闻事件的 /他者 0 实体 , 由此 , 电视新闻提升了观众的主体

意识 "这些电视媒介通用的符码和规约使电视新闻具有了其他电视门类所共

有的娱乐性和观赏性 , 吸引观众积极参与对新闻报道的解码 , 从而完成其对

观众的引导和对意识形态的影响 , 确立神话标准 "新闻的神话是一种文化建

构而不是自然而然的 , 新闻的意识形态角色就是在建构一个有关我们社会生

活的神话 /舆论 0"

乔纳森也指出 , 虽然电视新闻在观众中建构了自身的神话意义 , 但电视

新闻的意识形态神话也不可能永远成功地被强加给电视观众 , 因此在新闻报

道中 , 新闻机构也会运用各种方式来吸引和奖励观众的一级参与 , 也就是专

心致志地以批判性眼光进行观看 "片头音乐 ! 播音员的问候使观众采纳了一

种主体地位 , 而新闻播报中共享的文化知识和专有的新闻知识强化了新闻节

目的观赏性 "我们也看到 , 为了吸引观众 , 电视台也制作了观赏性较强的新

闻节目, 如时事热线 ! 新闻竞猜等节目"

乔纳森还对国际新闻进行了讨论 , 指出西方传媒巨头制作的国际新闻在

一定程度上成为西方文化和传媒机构实施新闻霸权的工具 "新闻电视符码被
全世界的新闻机构和从业人员广泛共享 , 全球化和新闻转播技术的发展带来

了新闻的开放性和 /民主的 0 信息接收渠道 , 但也使跨国媒介公司形成了对

信息和转播的霸权控制 , /国际新闻将西方文化价值充斥整个世界 , 而本土文

化则被全球性主流意识形态所淹没 0 (第 99 页) "由国际新闻机构经销的图片

被认为是外延的 !客观的 , 更多的电视台将其纳人新闻横组合 , 通过画外音

语言符号内涵赋予其神话意义 "通过这种方式 , 国际电视新闻机构也完成了

对其新闻全球性神话意义的构建 , 吸引观众参与新闻 , 并由政府机构对新闻

报道作出回应 "

我们周围的世界都是由各种符号组成的 , 符号和与其共生的丰富内涵带

来的特殊信息则为我们制造了各种 /神话 0, 使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自然化 "在

电视新闻的制作中 , 各大新闻机构运用一系列符号为 自己的新闻播报制造了

权威 ! 客观的神话身份 , 并引导观众根据共享的规约积极参与对新闻的解码 ,

接受自己为电视新闻赋予的神话意义和自然化的意识形态 , 从而确立了新闻

机构对各种公共事件和观众思维模式的影响力 "乔纳森对电视新闻的分析使

读者了解了观众如何在对新闻的阅读和解码过程中自然地接纳机构制造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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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神话 "同时 , 他的分析也为新闻从业者提供理论指导 , 阐明如何通过对符

号的运用和对新闻话语规约的掌控实现自身的个性化特色 , 树立节目的 /品

牌形象 0"无论观众还是新闻机构都能从他的分析中获益良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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