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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符号学理论

走向符号学 ： 新闻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蒋晓丽

摘 要 ： 新媒体技术 的 快速发展很大程度 上 改 变 了 新 闻 传播 的

生态 与 格局 ， 也使传统新 闻理论 的 解释 力 和预 见 力 大 大 降低 。 在 此

语境下 ， 寻 求突破 与 创 新是新 闻 学 研究 必须 有 的 一 种 态度 。 从符号

学视野来看 ， 新 闻 的 生产 、 传播与 收 受 ， 其本 质是一 系 列 符 号 化过

程 。 鉴于 此 ， 走 向 符号 学 ， 有 助于 新 闻 学研 究获得拓展 与深 化 。

关键词 ： 符号学 新闻学 传播 能指游戏

一

、 现实语境 ： 新媒体技术发展与

传统新 闻理论解释力 降低

我们所熟知的传统新闻学研究 ， 是一门 以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

新闻现象为对象 ， 以报纸 、 广播 、 电视等专业化新闻机构的新闻实

践为中心 ， 以探索新闻及新闻业产生 、 发展的特殊规律 ， 新 闻事业

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 以及专业新闻机构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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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为内容的学科 。 从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起
一

直延续到今天 ， 在 以报纸 、 广播 、 电视等为主导的大

众传媒格局 中 ， 在新闻传播实践主要以专业化 、 规模化的新 闻传播

机构为主体的传媒语境下 ， 这
一

学科定位具有相 当 的解 释力 与说

服力 。

然而 ， 随着计算机技术 、 网络技术与移动通信技术的大力发展 ，

随着新兴媒体的广泛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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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已经发生 了很大变化 。 传统媒体受

到的剧烈冲击 ， 我们每个人都能切实感知到 ： 新兴媒体已经非常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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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而且深刻地嵌人到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 各种 网络新闻 ＡＰＰ 以及移动社交

媒体新闻的推送方式已 经极大地改变 了我们接收新闻信息 的方式 ， 各种公民

新闻的手段与样态 ， 已经严重冲击到了新闻机构专业化新闻生产 的地位 ， 进

而也使得专业化新闻机构与专业新闻人生存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受到挑战 ， 近

几年来涌现的专业新闻人离职潮就是这种冲击的最有力证明 。 这是新 闻传播

学发展至今不得不面临的现实困境 。

而就新闻传播学学科来说 ， 用复旦大学黄旦教授在 《重造新闻 学——网

络化关系的视角 》
一文 中的表述就是 ：

“
一直显得底气不足而且步履蹒跚 。 且

不说似乎
一直面对有学无学的质疑 ， 甚至不得不为这无聊的伪命题做种种辩

护 ， 就足以显出对于 自 己合法性地位的紧张 。

”？ 就研究路径来说 ， 新闻传播

学研究陷人了某种程度 的
“

学术内卷化
”

状态 ， 用华中科技大学吴廷俊教授

的话来说就是 ： 在 当下 ， 学术研究不能提供新的知识 ， 无法产生新的边际效

应 ， 只是在不断重复 自 己和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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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进人
一个

“

山 重水复疑无

路
”

的境地 ， 亟须进行
“

柳暗花 明又一村
”

的开拓 。

？ 不仅如此 ， 浙江大学李

思屈教授也曾谈到过 ， 在新闻传播研究中 ，

“

经典的传播研究范式 ， 如议程设

置 、 使用与满足 、 知沟 、 扩散等 ， 在面对上述丰富而复杂的传播现象时 ， 早

已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与预见力……
一

些耗资巨大的实证研究过程烦琐 ， 而结

论却是
一

些常识性的东西 ， 看似创新却难掩理论的贫乏和精神的苍 白
”？

。 更

何况 ， 我也在拙文 《从
“

客体之真
”

到
“

符号之真
”

： 论新 闻求真的符号学转

向 》 中探讨过 ， 如今 占据新闻传播学统治地位的是从西方引进 的
“

客观新闻

学
”

，
而客观新闻学所寻求的

“

客体之真
”

， 有着诸多无法克服 的 困境 ， 因此

也造成了新闻传播学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 、 应然与实然混淆不分的局面 。

？ 这

些 ， 都是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一直以来不得不面对的理论困境 。

那么 ， 面对上述现实语境与理论研究 困境 ， 新闻传播学到底该走向何方 ？

新闻传播研究该如何进行理论创新 ， 重建 自信 ， 再添活力 ？

① 黄旦 ： 《重造新闻学
——网络化关系的视角 》 ， 载于 《 国际新闻界 》 ， ２０ １５ 年第 １ 期 ，

② 吴廷俊 、 阳海洪 ：
《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论 中国新闻史研究如何走出

“

学术内卷

化
”

状态》 ， 载于 《新闻大学 》 ，
２００ ７ 年第 ３期 。

③ 李思屈 、 刘研 ：
《论传播符号学 的学理逻辑与精神逻辑 》

， 载于 《新闻与传播研究 》 ， ２ ０ １３ 年

第 ８ 期 。

④ 蒋晓丽 、 李讳 ： 《从
“

客体之真
”

到
“

符号之真
”

： 论新闻求真的符号学转向 》 ， 载于 《 国际新

闻界 》 ， ２０ １３ 年第 ６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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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同源共性 ： 作为
一

种符号化产物的新闻

符号学 ， 顾名思义 ， 是一门关于符号的科学 。 广义的符号学是研究符号

表意的人文科学 。 狭义的符号学 ，
也即如今引起重大反响的 ， 兴起于 ２０ 世纪

６０年代 ，
以法国和意大利为中心并逐步兴盛至欧洲各国 ，

以胡塞尔的现象学 、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 、 皮尔斯的实用主义为源头的科学 。 由于人是符号的动物 ，

整个人化的世界 ， 都浸泡在符号里 ， 符号无处不在 、 无时不在 ， 人类的心灵

与符号作用不可分离 ， 人类文 明建立在符号与符号系统上 ， 人对外在世界 ，

甚至对 自身的认识与理解 ， 都是通过符号获得 ， 而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都免不

了对人的精神 、 思想与意义的追 问 ， 因此 ， 符号学也是一门用于对人类社会

的一切符号现象进行分析的学科 ，

一

门被四川大学赵毅衡教授称为人文社会

科学的
“

共同的方法论
”“

公分母
” “

数学
”

的工具学科 。

不难看出 ， 符号学本身就有着传播的基因 。 早在 １ ９６４ 年发表的 《符号学

原理 》 中 ， 巴尔特就阐述道 ，

“

大众传播的发展会使得人们空前关注
“

意指
”

这
一

广泛领域 ， 此情势必然会使得符号学呼之欲出
”

？
。 《结构主义与符号学 》

一

书的作者霍克斯也认为 ，

“

从长远看来 ， 两者 （指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理论 ）

都应包括在第三个很大的学科内 ， 它简单地叫做传播学 （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 ｔ ｉｏｎ ）

”？
。

而作为传播学渊源之
一

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也指出 ，

“

社会不仅是 由 于传递 、

由于传播而得以存在 ， 而且完全可以说是在传递 、 传播之中存在着
”？

， 并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
“

符号互动论
”

。 可见 ， 传播学毫无疑问是与符号学血

缘最为亲近的学科之
一

。 因此 ， 在传播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 ， 正如李思

屈教授所言 ，

“

无论传播技术如何发展 ， 传播现象怎样纷繁复杂 ，
人与符号的

互动都是传播行为的基本结构
”

？
。

作为
一

种重要而又特殊的传播现象 ， 新闻与符号学之间的 同源共性关系

可以表现在新闻传播的层层符号化过程 中 。 我们知道 ， 传统的新闻学理论对

新闻的主流界说有三种——以邵飘萍等为代表的
“

事实说
”

，
以陆定

一

等为代

表的
“

报道说
”

以及 以宁树藩等为代表的
“

信息说
”

， 分别对应着新 闻的
“

本

源形态
” “

传播形态
”

与
“

收受形态
”

， 新闻要素中 的
“

新闻事实
” “

新闻人
”

① 罗兰 ？

巴尔特 ： 《符号学原理 》 ， 王东亮等译 ，
北京 ： 三联书店 ， １ ９９ ９ 年 ， 第 １

？

２ 页 。

② 转引自丁和根 ： 《论大众传播研究的符号学方法 》 ， 载于 《新闻与传播研究 》 ， ２０ ０２年第 ３ 期 。

③ Ｅ ． Ｍ
■

罗杰斯 ： 《传播学 史种传记式的方法 》 ， 殷晓蓉译 ， 上海 ： 上海译文 出版社 ，

２ ００ ５ 年 ， 第 １ ３ ７ 页 。

④ 李思屈 ： 《 当代传播符号学的三种趋势 》 ， 载于 《 国际新闻界 》 ，
２ ０ １ ３ 年第 ６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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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受众
”

， 以及新闻发展历史 中的前新闻业时代 、 新闻业时代以及后新闻

业时代 。 然而 ， 这种将新闻传播分离为三个环节的做法 ， 对今天的开放 、 连

续 、 动态 、 融合的新闻传播来说 ， 是不适切的 。 相反 ， 从符号学的视野来看 ，

新闻传播 自 客观实在世界的
“

事实
”

被当事人或 目击者感知为
“

新 闻事实
”

的那
一刻开始 ， 就 已经进入到人的符号化过程 中 ； 而后通过新闻人的认知 、

理解与写作将
“

新闻事实
”

转化为
“

新 闻文本
”

， 历经二度符号化 ； 最后再在

新闻受众对
“

新闻文本
”

接收与解释的过程 中实现三度符号化 。

？ 正是在这层

层的符号化过程中 ， 新闻传播才实现了从客观实在世界的
“

事实
”

， 向本源形

态 、 传播形态以及收受形态的
“

新闻
”

的转化 。 此外 ， 除
“

事实
”

之外 的人

的语言 、 评价等 ， 其作为新闻传播之重要构成部分 ， 本身就是二次甚至多次

符号化的产物 。 由此观之 ， 新闻的本质就是外在客观世界的事件被人符号化

后的产物 。 在符号学与新闻学之间 ， 有着天然的一致性与相通性 ， 走向符号

学 ， 与其说是对新闻学的又一次再造 ， 不如说是新闻学对 自 身本原的一次

回归 。

三 、 交叉融合 ： 新闻符号学研究的
“

是什么
”

、

“

为什么
”

与
“

怎么做
”

那么 ， 对新闻进行符号学 的跨学科交叉融合研究 ， 其研究特点是什么 ，

研究价值何在 ， 研究内容主要可 以包含哪些 ， 该秉持什么样的研究立场 ， 等

等问题 ， 需要我们逐
一思考 。

什么是新闻符号学研究 ？ 简单说来 ， 就是一种以符号学的视野来审视新

闻 ，
以一套符号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新闻的取 向 。 其最重要 的特点 ， 借李

玮在 《新闻符号学 》
一书 中 的说法即是 ： 摒弃客观新闻学将新闻视为对客观

现实实践的
一

种简单
“

反映
”

的做法 ， 而是立足于
“

符号
”“

符号化
” “

文本
”

“

意义
”

几个符号学基本概念 ，
以

“

新闻文本
”

为核心对象 ， 将新闻视为一种

意义生产实践 ， 将新闻文本视为
一种符号表意系统 ， 来探寻新闻从其文本生

产 、 传播 、 收受过程中传播者 、 新闻文本 、 收受者之间价值意义共建的符号

学机制 。

②

为什么要进行新闻符号学研究？ 其直接原因 ， 如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所阐

述的那样 ， 是缘于对传统占据主导 的
“

客观新闻学
”

所遭遇的 多重 困境 （传

① 蒋晓丽 、 李玮 ： 《从
“

客体之真
”

到
“

符号之真
”

： 论新闻求真的符号学转向 》 ，
载于 《 国际新

闻界 ＞〉
，

２０ １ ３年第 ６ 期 。

② 李玮 ： 《新闻符号学 》 ， 成都 ： 四川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１ ４年 ， 第 ３ ８
￣

３ 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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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主体认知的有限性与多样性困境 、 传播符号的片面化困境 、 传播受众的认

同困境 、 新闻传媒机构的属性与功能 困境 、 道德伦理困境 、 法律困境以及外

在语境变化困境 ） 的克服与超越 。
？ 至于其终极价值 ， 则如李思屈教授在阐述

传播符号学时所言 ：

“

传播符号学的精神逻辑起点是对意义及其生成方式的思

考 ， 展开为对传播正义的现实关切 。 传播正义论强调对普适价值和最高正义

原则的关切 ， 同时保持对文化多元性和利益多元性的关注 。 以平等对话 、 充

分交流 、 利益整合基础上的整体正义 ， 替代以控制论为基础 的经典传播理

论 。

”？ 换言之 ， 对新闻进行符号学研究 ， 其直接 目 的在于找寻到一种能够化

解传统新闻学矛盾与困境的方法 ， 其最终价值则在于能够构建
一

种有利于平

等 、 多元 、 正义地进行新闻传播的观念 。

在符号学的几个分支中 ， 与新闻学研究具有更好适切性的是哪些 ？ 我们

知道 ， 符号学至今已经发展出 四个特色 明显的分支 ： 以索绪尔 、 巴尔特等为

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 ；
以皮尔斯 、 莫里斯等为代表的有科学主义倾向

的逻辑符号学 ；
以卡西尔 、 苏珊 ？ 朗格等为代表的哲学艺术符号学 ；

以福柯 、

葛兰西 、 洛特曼等为代表的文化符号学 。 其中 ， 前两个分支侧重于符号本身

以及符号学基本原理 ， 后两个分支侧重于人类社会历史 中的艺术审美与思想

形态 。 就现有的新闻符号学研究文献看来 ， 除了哲学艺术符号学这
一

偏 向有

意味的形式审美分析路径之外 ， 其他三个分支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 。 围绕索

绪尔的能指 、 所指与 巴尔特的意指 、 神话来进行微观、 具体的新 闻文本表意

过程分析的研究 ， 数量最为庞大 。 结合社会文化语境来进行新闻传播的话语

权力分析以及意识形态批判 的研究 ， 在对不平等 的 国际传播秩序所产生的话

语霸权与文化殖 民的探讨中 最为常见 。 而借助于皮尔斯的以理据性为依托的
“

像似符
”

来研究新闻 ， 则集中体现于视觉转 向后的当代媒介社会 ：

“

皮尔斯

对符号类型 的划分 ， 使社会文化学界 ， 尤其是现代传媒领域受惠颇深 。 现代

媒体途径的多元化发展 ， 使得电视 、 互联网甚至广告 、 手机 ， 都成为 当代最

新型的媒介传达手段 ， 视觉媒介便成为主流媒介形式 。 所谓当代社会的
‘

视

觉转向
’

， 其实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产生的 。 因此 ， 社会文化学界十分偏

重以皮尔斯的
‘

像似符
’

概念来分析社会文化对象 。

” ③

新闻符号学研究内容主要有哪些 ？ 四川省社科院李晖曾试图对新闻符号

① 蒋晓丽 、 李玮 ： 《从 “

客体之真
”

到
“

符号之真
”

： 论新闻求真 的符号学转向 》
，
载于 《国际新

闻界 ）
）

， ２０ １ ３年第 ６ 期 。

０ 李思屈 、 刘研 ： 《 论传播符号学 的学理逻辑与精神逻辑 》 ， 载于 《新闻与传播研究 》 ， ２０ １ ３ 年

第 ８ 期 。

③ 张碧 ： 《社会文化符号学 》 ， 成都 ： 四川大学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４ 年
，
第 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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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的范畴进行框定 ， 包含 ：

“

（新闻 ）

一

般符号学
”

研究 、

“

新闻符号学基

本概念
”

研究 、

“

新闻意识形态学
”

研究 、

“

新闻叙事学
”

研究 、

“

新闻修辞

学
”

研究 、

“

新闻形式分析和内容分析
”

六大组成部分 。

？ 西北大学李玮认为 ，

新闻符号学研究的重心在于以符号学的理论与方法探析新闻文本的表意机制

与策略 。 基于此 ， 她在 《新闻符号学 》
一

书 中探讨了新 闻文本 的符号意指机

制 、 双轴运作机制 、 符号衍义机制 、 伴随文本机制 以及异项标出机制 。

？ 不难

发现 ， 李晖的范畴划分 （包括每一部类的 内涵 、 部类之间的关系 ） 不够明 晰 ，

李玮的理解则可能造成窄化新闻符号学研究的后果 。 实际上 ， 在新闻学与符

号学的交叉研究上 ， 我们不仅要借用符号学的工具性 ， 更要重视符号学的本

体性 。 对新闻的符号学研究 ， 不仅要以符号学的理论与方法来解析新闻传播

实践与问题 ， 同 时也要以新闻传播领域的特殊性来反哺符号学 。 在我看来 ，

具体来说 ， 新闻符号学研究的 内容大致可 以包括 ： （ １ ） 从社会语境与学术需

求方面人手 ， 探讨新闻符号学研究的必要性 、 可行性 ， 以及其价值意义或可

能带来的 问题陷阱 ；
（ ２ ） 立足于不 同类型的新闻文本 ， 对新闻话语的 内部结

构进行较为微观的叙述学分析 、 话语分析 、 修辞分析
；

（ ３ ） 立足于不同的国

家 、 社会 、 文化 ， 对新 闻生产 、 传播与收受过程进行较为宏观的认知 、 交往 、

权力与意识形态分析 ；

（４ ） 基于与其他符号学应用 门类的对比 ， 发掘新闻学

对符号学的反哺与贡献 。

新闻符号学研究到底应该秉持什么样 的思想立场与价值判断 ？ 在南京大

学丁和根教授看来 ， 传播符号学的本质就是批判性的 。 他说 ， 传播符号学在

中国大陆的产生 ， 切合了 当代中 国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的 日渐盛行与传媒呈

现出的越来越明显的商业化与泛娱乐化的现实语境 ， 以及传播学在观念与方

法上向批判学派靠近的 内在动力与学术需求 。 因此 ，

“

从文化符号学尤其是话

语分析的角度切人大众传播研究 ， 将使我国传播学的研究状况增添批判学派

的学术背景 ， 使技术分析和文化批判 的不同方向获得相互补益的效果
”？

。 而

李思屈教授却指 出 ， 基于
“

内容生产与符号消费的地位 日 益突出 、 意义的 生

产与符号的消费在传媒经济中 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

的现实语境 ，

“

当代传播符

号学
”

应从
“

批判
”

的研究范式转换到
“

积极 回应
”

现实语境的
“

建构
”

研

究范式 ， 力争使得传播符号学研究能进人到传媒产业发展的前沿 ， 对当前传

① 李晖 ： 《论新闻符号学的理论建构 》 ，
载于 《社会科学研究 》 ，

２０ １ ０ 年第 ６ 期 ，
１８ １
？

１ ８５ 页 。

② 李玮 ： 《新闻符号学 》 ， 成都 ： 四川大学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４ 年 。

③ 丁和根 ： 《论大众传播研究的符号学方法 》 ， 载于 《新闻与传播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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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产业的新业态 、 受众的消费方式和深层消费动因 出现的新变化进行深入研

究 。

① 其实 ， 在进行新闻符号学研究时 ， 该建设还是需批判 ， 非此即彼 、 厚此

薄彼都不是
一

个好的态度 。 或者说 ， 还有另外
一

种更可取的态度 ， 客观中立

地去弄清新闻传播领域 中的符号学规则与规律 ， 使研究结论既可 以满足新闻

生产者与新闻收受者的建设性 目 的 ， 也可 以 为他们批判性地抵制不平等的话

语霸权与文化殖民提供理论武器 。

四 、 危险地带 ： 新 闻符号学研究需要警醒的问题

虽然符号学视野能够为新闻学带来
一种新的研究思路 ， 能够为传统新闻

学的困境提出
一些解决之策 ， 但与此同 时 ， 我们也要对符号 、 符号化与符号

学的某些属性保持警醒 。

赵毅衡教授告诉我们 ， 在符号表意过程 中 ， 元语言是文本完成意义表达

的关键。 而任何具体的符号解释 ， 都会受制于文本 自身携带的元语言 （文本

自身标明 的东西 ， 如文本体裁能激发解释者的不 同解释期待 ， 指导解释者以

不同的解释方式去接收 ） 、 社会文化的语境元语言 （在符号使用过程中 ， 由于

文本与社会的种种关系而引 出的社会文化语境对信息解释者的信息处理方式

的挤压 ， 即作为外部条件的语境产生意义 ） ， 以及解释者 自 身 的能力元语言

（指来 自于解释者个体的社会成长经历和人生阅历 ， 包括他所有的经济地位与

社会实践 ， 他记忆积累成的文化修养 ， 他过去的所有解释活动经验积累以及

他的感情和信仰等 ） 三种元语言 。

？ 也即是说 ， 即便是面对同一符号文本 ， 表

意和解释语境的改变 ，
以及符号解释者的不同 ， 都会造成文本解释结果的不

同 。 这就使得文本解释成为一个充满了主观性与偶然性的行为 。 既然如此 ，

当我们用符号学理论与方法来进行新闻文本分析时 ， 我们又该如何去保证我

们的分析不是 由于我们过于强势的元语言
——

符号学而导致的主观化片面化

的选择 ， 不是一种通过简化的理念性的强化来拒绝事实和现象的多样性的行

为呢 ？ 如何能够证明我们的结论不是
一种独断 、 武断的存在 ？

不仅如此 ， 正如赵斌在 《社会分析与符号解读 ： 如何看待晚期资本主义

中的流行文化 》
一文中 所阐述的那样 ， 符号学先天具有

一

种 能指游戏倾向 。

“

比起严谨沉重 ， 有时甚至出力不讨好的社会学分析 ， 聪明机敏的符号学解读

则显得轻松 、 惬意和诙谐 ， 往往能带给阅读者文字上的惊喜和愉悦。 卸掉了

① 李思屈、 关萍萍 ： 《传媒业的产业融合与传播符号学的新视域 》 ， 载于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

社会科学版 ） 》 ，
２ ００９ 年第 ２ 期 。

０ 赵毅衡 ： 《符号学 ： 原理与推演 》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０年 ， 第 ２３ ３

￣ ２３ 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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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包楸和社会内涵 ， 符号从此获得了独立和 自 由 。 它们被人为地分裂成能

指和所指 ，
两者可 以在不经意之间任意组合并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 符号学

家们成了语言魔术师 ， 他们使用 的道具就是没有历史深度的 、 自 由 自在的象

征符号 。 盛产时装 、 香槟酒和小资产阶级的法国并非偶然地成了符号学的圣

地 ， 法国学者巴尔特和鲍德里亚先后成为世界级符号学大师 。 在有着深厚的

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传统的英语世界 ，

一些文化研究者们也赶了
一回 时髦 ，

将法国人的游戏当真 了 。 因此 ， 社会文化现象统统被拿来当成符号解读了 。

这时 ， 问题就严重 了 。 放弃了严肃的社会学分析 ， 将被分裂为能指和所指的

符号拿来摆积木游戏 ， 结果肯定是社会现象的严重误读 。

”？ 很显然 ， 这种能

指游戏倾向其实质就是能指的膨胀 ， 必然导致
一

种越来越脱离经验世界的 、

关注话语与符号远多于关注经验现象本身 的行为 。 这种
“

如若
‘

走火人魔
’

‘

玩物丧志
’

， 将严肃的社会历史问题都归结为轻松有趣的文本分析 ， 那么确

实有可能导致传播研究也在
‘

文化 的脂肪上瘙痒
’

， 而远离严肃的社会实

践
”？

， 对新闻文本这
一

与外在客观世界有着特定指称关系的纪实性表意文本

来说 ， 是非常危险的 。

鉴于此 ，
正如我为 《新闻符号学 》

一书作序时所提到 的 ， 新闻符号学研

究 ， 如何能够做到在解决传统新闻困境问题的同时 紧守新闻文本的
“

纪实性
”

本质 ， 如何扮演好
“

新闻学的先锋 、 符号学的后卫
”

这一角色 ， 就值得我们

认真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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