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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与融合 ： 新闻传播的符号学研究进路
——

第 ｄ ｉｆｉ文化４传播符皆学同阽学术研讨会之
“

新叫

符 ３学研究
”

主题绽述

２０ １ ５年７月 ３
－

５ 日
， 由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

中 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

研究所 、 《 文学评论 》 、 《文艺研究 》 、 《 国际新闻界 》 、
ＡｒｔＲ ｅｖ ｉｅｗ

、
Ｓ ｉｇｎ ｓ＆

Ｍｅｄ ｉ ａ
、
Ｃｏｍｐａｒ ａｔｉ

ｖｅＬ ｉｔｅｒ ａ ｔｕ ｒｅａｎｄＣｕ ｌ ｔｕｒｅ （Ａ＆ＨＣ Ｉ ） 联合主办的
“

第一？

届文化与传

播符号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

， 在四川成都举办 。

与文学 、 艺术 、 品牌 、 广告 、 影视的传播符号学研究不同 ， 对新闻的符号学研

究 ，
构成了此次会议中的

一个重要又特殊的议题 。 原因在于 ， 我们所熟知的新闻

学 ， 是一门以新闻实践为主要指向 ， 以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新 闻现象作为研究对

象 ， 以探索新闻及新闻业产生 、 发展的特殊规律 ， 以及新闻传播业与人类社会关系

为主要内容的学科。 新闻学强调
“

反映事实
”

， 解决新闻报道所属的文本世界与新

闻事实所属的客观实在世界之间的关系 。 而符号学 ， 是
一

门研究符号 、 意义以及符

号表意的科学 ， 其研究的重心似乎不在于外在的客观实在世界 ， 而在于符号所在的

文本世界与人所在的意义世界之间的关系 。 两者结合为
“

新闻符号研究
”

， 是否可

行 ， 如何可行 ， 结合的必要性何在？ 会议重点讨论了这个问题。

一

、 新闻符号学研究 ：

一种可行的新闻学研究思路

新闻学与符号学交叉研究有何必要 ？ 四川大学蒋晓丽教授对此做 了论证 。 她谈

到 ， 传统新闻学研究的侧重点 ， 是以报纸 、 广播 、 电视等职业新闻机构的新闻实践

为中心 ， 以职业新闻人如何真实 、 客观 、 全面地
“

反映
”

新闻事实的职业理念为 内

容 。 然而 ， 随着
“

互联网＋
”

时代的到来 ， 今天的新闻传媒格局与新闻传播生态发

生了很大变化 ： 各种移动社交媒体ＡＰＰ新闻推送的方式 ，
正在改变人们接收新闻的

方式 ； 各类网民新闻的传播和多样的新闻形态 ， 正在冲击职业新闻生产的地位与职

业新闻人的生存空间 。 这是新闻学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 。

不仅如此 ， 新闻学科也呈现出理论研究的困境 。

一

来 ， 新闻学长期面临着
“

新

闻无学论
”

的质疑 ， 如黄旦教授所言 ，

“

不得不为这无聊的伪命题做种种辩护
”

，

“

足以显出对于 自 己合法性地位的紧张
”

。 二来 ， 新闻学研究陷入了 某种程度的 １ ７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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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内卷化
”

状态 ， 如吴廷俊教授所言 ，

“

做新闻学研究的人大多都只停留在
一

个规定的历史情景中发问 ， 在原有的知识体系里围绕着自 己或前人的工作转圈圈 ，

处于对已有的研究思路 、 研究路径的高度依赖与 自我锁定状态之中 ， 研究成果虽有
‘

量的增长
’

但却遭遇
‘

质的停滞
’

， 进入
一个

‘

山重水复疑无路
’

的境地 ，
亟需

进行
‘

柳暗花明又
一

村
’

的开拓
”

。 第三 ， 新闻学中 占主导地位的
“

新闻 客观性原

则
”

所寻求的
“

客体之真
”

， 有着诸多无法克服的 困境 。

面对上述情形 ， 蒋教授认为 ， 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审视、 理解和反思新

闻学 自 身 ， 是当下比较容易实现的
一

种研究路径 。 目前 ， 不论是从学术资源的便

利性角度考虑 （ 国际知名符号学专家赵毅衡教授在四川大学主持了
“

符号学
－传媒

学
”

研究所 、 《符号与传媒 》 专业期刊 、

“

符号学论坛
”

以及多个系列的符号学专

著与教材等 ）
，
还是从学科性质的可交融性上考虑 （ 卡西尔曾说过

“

人是符号的动

物
”

， 整个人化的世界 ， 都浸泡在符号里 ， 人不仅通过符号来认识 、 理解外在世

界 ， 也通过符号来审视人 自 身 、 建立人类文明 ， 因此 ， 符号学可堪称为人文社会科

学
“

共同的方法论
”

、

“

公分母
”

、

“

数学
”

， 可用以对包括新闻学在内的
一

切

人文社会科学进行现象分析 ） ， 符号学可以丰富新闻学的研究思路 。

二 、 符号学视野下的新闻学基础理论的思考

进行新闻的符号学研究 ， 需要解答
一

些新闻学的基本理论问题 。 如何证明新闻

与符号的同源共性关系 ？ 南京大学丁和根教授对
“

新闻事实的符号性
”

做了阐述 。

他认为 ，
传统的新闻

“

事实论
”

与
“

报道论
”

在对新闻本体的认知上
一

直存在分

歧 ， 现在我们可以结合符号学理论对新闻事实进行重新解释 。 从符号学角度来理

解
，
新闻事实并非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 自存的客观实在 ， 而是人的主观认知与

客观实在发生关系 ， 将客观实在符号化之后的产物 。 因为唯有经过符号化 ， 外在于

人的客观实在 ， 才可能以转化为我们可以感知 、 报道的新闻事实 。 而作为新闻另
一

种报道对象的人的观念 、 言语 、 评价等 ， 则是对新闻事实的再符号化 。 符号学视野

下的新闻生产 ， 是一种符号化与再符号化的过程 ，
其本质是一种话语实践 。 在这种

实践过程中 ，
必然存在信息的交流与理解 、 协商与冲突 ，

乃至话语主导权的争夺 。

符号学理论和方法能为新闻学提供什么有普遍性认识或者指导性法则 ？ 有几位

学者做了
一些局部的探索性研究 。 中国传媒大学曾庆香教授阐述了新闻话语主体如

何实现现实幻象的建构 。 她认为 ， 刻板印象作为
一

种社会文化语境落在个人身上

的印记 ， 会影响新闻话语的生成 。 她以
“

西方媒体建构的
‘

３ ． １ ４
’

事件的幻象
”

、

１ ７２
“

兽首拍卖事件的西方意识操纵
”

两个案为例 ， 将新闻传播中的话语包 、
话轮 、 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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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等给予了直观 、 透辟的展示 ， 从而指出了国外某些媒体关于我国新闻事实的某类

偏见化的建构 。 深圳大学于晓锋副教授将艾柯 （
Ｕｍｂｅ ｒｔｏＥｃｏ ， １ ９３２

－

） 的
“

异常解

码
”

理论以及
“

符号游击战
”

理论用于启示我们现实 中的舆情监测和谣言分析 ， 他

认为 ， 我们要做的不是从传播者源头去监控舆情和控制谣言 ， 而是要从信息收受者

角度去提升民众的舆情应对能力 、
媒介分析能力 ， 提高全社会对各种信息的鉴别力

和免疫力 。 西北大学李玮博士就新闻报道的著名案例 （ 如
“

福建南平案
”

、

“

富士

康跳楼案
”

以及
“

彭宇案
”

）
， 借用文化符号学中的标出性理论 ， 以社会主流文化

价值认定为参照 ， 提炼出鼓励正项模式 、 不鼓励正项模式 、 接受中项模式 、 不接受

中项模式 、 排拒异项模式 、 不排拒异项模式等六种新闻文本的价值呈现模式 ， 论证

了它们可能产生的价值巩固与传承 、 价值更新与翻转以及价值错位与误导等三种功

能 ， 为媒体报道的解释框架与报道效应之间的预判与评估提供了
一些依据 。

符号学的价值与意义维度引入新闻传播 ， 是否会否冲击传统新闻学强调的事实

维度？ 燕 山大学冯月季副教授借用广义叙述学中的
“

可能世界
”

理论 ， 阐述了新闻

文本这
一

纪实型叙述体裁如何可以通过叙述框架 、 叙述增值以及二次叙述化等方

式 ，
实现向可能世界转化 。 他指出 ， 既然新闻叙述中可能会卷入可能世界 ， 那作为

一个动态过程的新闻叙述 ， 本身就存在着极大不确定性 ， 无论作者还是读者 ， 都无

法完全把握这种情形 ， 新闻的真相只能在多种可能性中相互碰撞 ， 最后获得一个比

较确定的意义解释 。 南 昌大学王亿本博士则在其 《非言语符号影响新闻的真实感研

究 》 的论文中 ， 分析并提炼出非言语符号在新闻真实感构成过程中 的三种独特作

用 ： 烘托 、 模拟与隐喻。

三、 符号学视野下对新闻传播形式或方式的解读

符号学研究符号与意义的关系 ， 关注符号的选择与组接形式如何产生特定意

义 。 不同的新闻传播形式或方式 ， 其意义产生的机制是不同的 。 有几位学者将注意

力聚焦于图像这
一

传播形式 。 苏州科技学院朱永明教授指出 ， 图像化生存是今天的

生存常态 ，
以图像的方式呈现 、 建构世界与精神的影像 ，

已经突破载体与技术的障

碍 ，
成为社会认知与传播的主体形式之

一

。 暨南大学刘涛教授关注如何以图像化方

式实现更大效果的社会劝服 ， 他指出 ， 在视觉文本的表征实践中 ， 为 了达到更大的

劝服效果 ， 往往挪用或征用一定的意象体系 。 他论证了三种常见意象 ： 原型意象 、

认知意象 、 符号意象 ， 认为它们是
“

意象性话语
”

生产的主要方式 。 华东政法大学

陈阳博士对比不同时期的新媒体摄影 ， 论证了作为形式的摄影与作为 内容的摄影所

具有的符号学意涵 。 中国传媒大学曾庆香教授则揭示了 图像作为
一

种符号 ， 如何经
１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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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了从
“

迹象
”

到
“

拟象
”

的演变 ， 并且最终实现图像
“

表征
”

对真实
“

存在
”

的

殖民过程 。

另有两位年轻的研究者 ， 不约而同地关注到 当下时兴的一种传播方式 ： 网络弹

幕 。 江西师范大学硕士生陈新儒从广义叙述学视角切入 ， 对网络弹幕进行符号结构

和文化意义的剖析 ， 认为这
一

传播方式的实质是
“

反讽时代的符号狂欢
”

； 中国人

民大学硕士生丁依宁则探讨了弹幕对于巩固青年亚文化的作用 ， 认为弹幕与视频文

本的同步 ， 给观者造成
一

种
“

文化共同体
”

的想象 ， 使他们通过
“

吐槽
”

获得了
一

定的话语权 。

若将传播形式或方式视为
一

种语境 ， 符号学的文本分析方法对于新媒体技术呈

现的形式或方式是否还有用 ？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姜飞研究员谈到 ， 大数

据时代的传播研究已经由原来研究
“

信息
”

， 开始转向研究
“

讯息
”

和
“

数据
”

。

大数据通过对人们实时动态信息进行追溯与记忆的知识生产方式 ， 逐渐取代人们原

先经过长时间积累而形成的洞见式的知识生产 。 鉴于此 ， 符号学这种分析方法 ， 对

大数据时代的文本 ， 具有多大的适用性 ？ 他就此以蝴蝶效应为例提出 了
一

个引人思

考的问题 ：

“

在大数据背景下 ， 我们可以用大数据去追溯到南太平洋这只蝴蝶的 。

但是 ， 你追溯到了这只蝴蝶 ， 你要怎么去处理这只蝴蝶 ？

”

与姜飞教授抛出问题做法不同 ，
复旦大学廖圣清教授试图去寻找

一种解决路

径 。 他指出 ， 相较于传统信息论视角来展开的 内容分析而言 ， 符号学视角下的媒介

内容研究强调的是
“

隐藏或潜在意义
”

， 而意义是由
“

文本之间的相对位置以及脉

络共同决定的
”

。 因此
， 符号学对媒介内容研究的重要启示就在于 ， 不再孤立地去

研究媒介内容 ， 而是把媒介和整个社会系统结合起来研究 ；
不仅要从文本去看意义

的生产 ， 更要看到产生影响的语境与过程。 由此 ， 在移动互联的大数据时代 ， 当 用

户参与内容生产已经突破了单纯由媒体主宰内容生产时 ， 我们展开媒介内容研究的

方法就应该是
“

文本挖掘
”

和
“

社会网络分析
”

。 具体来说 ： 第
一

，
必须有

“

文

本
”

意识
， 要充分意识到

“

那些帮助人们能够生产出关于 自身 、 社会和信念的意义

的客体
”

， 将研究内容逐步扩展到整个社会文本上 ； 第二 ， 对文本的研究
一

定不能

孤立
，
而是要将其置于

一

定的关系和结构中来研究 。

四 、 符号学视野下新闻传播内容的文本分析

通过文本分析 ，
可以揭示出新闻文本的话语方式与背后的深层意涵 。 深圳大学

彭华新博士对
一

系列
“

农民工讨薪
”

事件的影像传播文本进行分析后发现 ，
无论是

１ ７４
“

农民工
”

的阶层身份 ， 还是
“

讨薪
”

的抗争过程 ， 都不是一个简单的
“

劳资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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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
”

， 影像符号隐喻的政治权力无处不在 ， 政治叙事也成为了
“

讨薪
”

中独特的话

语模式 。 其中 ，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政治叙事建构了

“

官民博弈
”

的舆论场 ， 在这

个场域中 ， 影像符号成了博弈工具 ， 手段是技术层面的政治修辞 、
身份层面的权力

生产 、 受众层面的符号消费 。 三个层面同位存在 、 同时发生。 修辞路径中的戏剧性

影像 、 新闻漫画 、 血腥影像 ， 本身就具备了符号消费的潜质 ， 符号消费的过程又伴

随着政治权力的生产 。

重庆大学郭小安教授以
“

乌坎事件
”

的动员过程为分析对象 ， 探讨了其中的情

感动员 、
理性动员的互动 、 联结与转化过程 ， 并尝试性地提出了底层集体抗争的策

略 ： 注重悲情叙事 、 谣言造势等情感动员手段与理性对话 、 沟通协商的理性维权方

式之间的权变与平衡 。

西南大学刘丹凌 副教授借助传播符号学理论 ， 围绕表征的符号设计与意指实

践 ， 研究国家形象的媒介表达与意义建构机制 。 她指出 ， 首先 ， 国家形象的建构是

“

表征链
”

， 以及由
“

表征链
”

聚合而成的
“

表征系统
”

之合谋 。 不同视域的国家

媒介形象文本 （ 主流政治视域 、 精英文化视域 、 消费文化视域 、 边缘文化视域 、 草

根文化视域等 ） 包含不同的
“

表征链
”

， 进而构成复杂的
“

表征系统
”

， 共同作用

于国家形象的表达和认知 。 其次 ， 国家形象的建构是表征多级化运动的过程 ，
它不

是一种静态结果 ， 而是表征符号及其意义叠加 、 更迭和变化的产物 。 再次 ， 多元的

国家形象表征裹挟着多元的意识形态内涵 ， 然而 ， 并非所有的国家形象表征及其意

识形态内涵都是显在的 、 清晰的 、 平衡的 ， 它们可以相互补充 ， 也可以相互矛盾 ，

甚至相互竞争 ， 某些契合主流价值 、 时代 。

新闻文本建构了什么样的国家形象或者性别形象？ 这背后的意识形态逻辑如

何？ 北京大学博士生李松蕾 ， 聚焦于 《 纽约时报 》 丨 ９８ １
－

２〇１ 〇年间对钓鱼岛问题的

报道历史与变迁 ，
通过对３０年间 《 纽约时报 》 有关钓鱼岛报道特征与论调变化的梳

理 ， 发现该报在钓鱼岛报道中
一

以贯之的倾 日 立场
， 并揭示出这其中的意识形态

建构如何从
“

民族主义
”

演变到
“

中国威胁论
”

的 。 北京邮电大学助教穆婕 ， 则

聚焦于２０ １ ２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这
一

文本 ， 分析了英国奥运会如何通过
“

绿色与愉

快
”

、

“

世界工厂
”

、

“

迈向未来
”

、

“

喜悦与荣誉
”

等画面来塑造英国
“

平静的

变革
”

、

“

公平的国家
”

、

“

创新的岛 国
”

、

“

自 由的国度
”

的国家形象 ， 并试图

揭示出此符号意指背后的发展逻辑与意识形态。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讲师刘光英 ， 则将关注点放到 了
“

伪娘
”

、

“

女汉子
”

等新型新闻话语 ， 并探讨了这些话语背后的社会性别意义建构 。 陕西师范大学助理

研究员李有军指出 ， 新媒体空间 中的女性在全面拥有话语权得以
“

自 由 自主
”

地宣
１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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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主体意识的同时 ， 又在
“

自 由 自觉
”

地落入消费文化与男权主义合谋建构的
“

他

者
”

陷阱中去。

五 、 时新闻符号学研究的存疑与反思

在新闻学与符号学交叉融合的研究上 ， 除了以上众多主动 、
积极的态度 ， 会上

还有
一

些较为谨慎和近乎忠告的声音 。

中国传媒大学陈卫星教授指 出 ， 历经索绪尔语言学 、 巴特神话学的今天的符号

学 ， 是悬置参照物而编织出符码或
一

个能指结构 。 从半个多世纪前的巴特的 《 神话

学 》 以来 ， 符号学分析就成为大众文化的基本配置 ， 每天产生无穷无尽的能指 ， 演

绎着传播主体的行动 、 命运 、 取舍和计算 。 这种能指的膨胀使每个所指符号所对应

的经验层面的事情和事件越来越少 ， 反而在结构意义上产生相对立或相区别的关

系 。 他认为 ， 这种试图用符号学来进行
一切文化分析的做法 ， 是

一

种黑格尔主义 ，

一

种同语反复 ， 其实质是关注话语本身多于关注人类学 、 社会学现象本身 。 它会使

我们对事物的符号学分析流于
一种主观或常规选择 、

一种简化力量 、

一

种通过理念

性的强化来拒绝表面的多样性的行为 。 这一观点带给我们的警示是 ， 在将符号学分

析方法纳入新闻传播这一紧密关切符号能指与意义之外的
“

对象
”

世界时 ， 如何避

免分析不是
一种主观选择与简化分析 ， 需要谨慎对待 。

四川 大学操慧教授也对符号学方法是否适切于新闻传播问题 ， 表达了她的思

考 。 她说 ， 我们对新闻学与符号学之间的关联 ， 可能还是学术敏感多于应用理论过

程中的学术规范 。 多数现有研究中涉及到的文本分析与 内容分析 ， 直接套用符号学

理论标签 ，
可能不是很适切 。 因此 ， 在全球传播知识生产范式发生急剧变化的现实

语境下 ， 如何推进新闻学与符号学的跨界 、 跨域的协作与汇流 ， 实现两个学科研究

与实践的互鉴与创新 ， 值得我们期待和思考 。

《 国际新闻界 》 主编助理刘海龙教授指出 ：
无论我们是通过经验 、 思辨或者是

其他什么方式去生产知识 ， 我们都必须得清楚 ， 知识生产的标准是什么 ？ 在我们把

一些零星的经验上升为理论的过程中 ，

一

定要对自 身可能存在的独断性 、 武断性保

持反思与警醒 ，

一定要养成对 自 己的论断进行证明的 习惯 。

符号学研究可能陷入
“

膨胀能指
”

、

“

能指漂浮
”

， 以上这些意见对于用符号

学来研究新闻传播问题而言 ， 具有警示意义 。

（ 作者简介 ： 李玮 ， 博士 ， 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 蒋晓丽 ，
四川大学文

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１ ７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