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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受新的数字媒介驱动，沉浸式新闻显现出虚拟现实弥合时空距离、技术仿真带来沉浸体验

和人机交互产生地点幻觉三重技术逻辑。沉浸式新闻以其情境化的叙事方式和感官化的接收方式改变

了传统新闻的样态，通过空间细节的多模态呈现、准客体物的生成绽出和身体远程在场的情感体验为当

下和未来的新闻实践提供了新的路径。沉浸式新闻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新闻定义，引发了对新闻客观

性的反思，同时为人们探讨新媒介技术语境下新闻价值和数字伦理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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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虚拟现实( VＲ) 和增强现实( AＲ) 等媒介技术的发展和日益成熟，新闻业中出现了

一种新的新闻形态: 沉浸式新闻。沉浸式新闻是“一种人们可以在新闻事件中获得第一人称体验

的新闻样式”［1］291。沉浸式新闻目前主要使用两种技术手段: 一种是 VＲ 技术，即通过“创建和体验

虚拟世界的计算机仿真系统，用户可以沉浸在计算机生成的三维虚拟环境中，从自己的主观视角出

发与其进行互动，并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代入感”［2］15 ; 另一种是 AＲ 技术，“AＲ 技术并不是用计

算机模拟的‘环境’来取代现实世界，而是通过引入多层次的数字信息，对真实事物进行丰富与完

善，从而实现虚拟与现实之间‘实时的无缝接合’”［3］35。AＲ 技术是对 VＲ 技术的补充调和。此外

还有像混合现实这种较为前沿的技术手段被逐步用于沉浸式新闻的开发和制作。
2015 年，《纽约时报》率先进行沉浸式新闻的制作，《卫报》、英国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等也

紧随其后，分别创作出《丰收的变化》《纽约百万人大游行》《亲临叙利亚》等优秀的沉浸式新闻作

品。中国新闻业界与西方几乎同时在沉浸式新闻方面发力。2015 年，《新京报》、《人民日报》、腾
讯新闻、搜狐新闻等开始在新闻报道领域引入 VＲ 技术。2016 年，中国传统主流媒体与门户网站纷

纷涉足沉浸式新闻领域，制作了以“春运”和“两会”为主题的一系列优秀沉浸式新闻作品。2019

年末，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居家、隔离成为生活常态，沉浸式新闻凭借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和接收方式

吸引了大批用户的关注。

媒介技术的发展深刻影响着新闻传播生态，沉浸式新闻的出现依托媒介技术的发展。从报纸

到广播、电视，再到如今的人工智能媒介技术，都表征人类对于“远距离共在”的追求。“沉浸实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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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为时已久的体验，一直伴随着人类与科技的进步。”［4］93在传统的新闻阅读中，用户对新闻的接

收受制于媒介界面的隔离，完全意义上的数字身体的深度沉浸还不能够实现，但是毫无疑问，技术

发展已经全面地改写了新闻的生产和呈现模式。

尽管现有研究对沉浸式新闻的基本概念、特征与制作逻辑进行了一定的解析，但是在解释沉浸

式新闻为何对传统新闻形态冲击最大时，往往一笔带过，在探讨沉浸式新闻何以能够激发同理心的

深层次运作机理仍然语焉不详。为了还原沉浸式新闻中不可言说的“感觉”，有必要借助新现象学

中的“气氛”概念和理论视角对之进行阐释。新现象学主要代表人物施密茨( Hermann Schmitz) 认

为:“在心物对立之间有一个模糊地带，这个地带存在着身体的独特感受和情绪震颤之类无法纳入

二元论模式的各种知觉现象，即自然而然的、原初形态的日常生活经验，‘气氛’就是这样一种‘自

发的生活经验’。”［5］2在新现象学视野中，情感等同气氛，类似天气。例如在阴暗时内心感到压抑，

在晴朗时感到喜悦。在此层面，情感是一种极度外化的存在，是弥漫在“气氛”之中作用于身体的

外力。被情感捕捉而产生的身体震颤是施密茨笔下的原初生活经验。也就是说，“气氛”得以产生

缘于情感的出现和加持。情感具有侵袭性和无边界性。情感不受三维空间约束，经由身体进入个

体生活经验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体。通过对新闻现场的情境再现和数字身体全感官的调动，沉

浸式新闻还原了传统新闻所遮蔽的空间、物与身体。空间情境、物的绽出①和身体在场共同组成了

具有美学意蕴的“气氛”，并以情感的形式植入个体生命体验与行动之中。

一、沉浸式新闻生成的技术逻辑

“罗尼·德拉佩纳认为沉浸式新闻依托虚拟现实技术，实现新闻场景的虚拟再现，让用户获得

深度沉浸式的独特新闻体验。”［6］85在传统的新闻阅读中，受众与新闻文本之间被报纸、电子屏幕等

有形的媒介界面隔离，因而存在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沉浸式新闻利用 VＲ、AＲ 等技术使用户

通过数字身体进入新闻情境中。传统新闻阅读中的时空距离因为界面消失而发生了弥合，沉浸和

在场的主观体验使得用户与新闻融为一体，打造了全新的新闻叙事和接收模式。
( 一) 虚拟现实弥合时空距离

沉浸式新闻的制作涉及 360°新闻场景数据收集、信息可视化处理和场景建模的“事实核查”等

流程。从技术手段上来说，沉浸式新闻能根据需求对场景进行任意塑造。虚拟现实所营造的新闻

场景越逼真，视觉效果上就越难辨真假。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实现时空距离的重组。人们将虚拟现

实技术比喻成“时光机”:“虚拟现实仿佛一架可以任意穿梭时空的时光机，或者说犹如神话中的传

送门，将我们送抵一个个充满无数奇迹和无限可能的平行宇宙。”［7］97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将读者的

意识输送到任何的空间和时间范畴中，抵达那些因为物理距离、时间隔阂而使读者想象却无法触及

的“远方”。

正是由于虚拟现实技术的弥合时空距离特征，那些发生在人类世界却难以在场的事件成为沉

浸式新闻的主要议题。“VＲ 新闻产品的主要叙事主题覆盖范围较广，其中，‘战争’、‘灾难’类命

题是《纽约时报》、美国广播公司、今日俄罗斯等媒体 VＲ 新闻产品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新闻主

题。”［8］31－32“战争”和“灾难”作为重大的突发性事件，媒体记者很难通过录音或者录像设备记录爆

发的瞬间和详细的全过程。在沉浸式新闻中，虚拟现实技术能够对时间进行重组，对新闻现场进行

再造，将读者送到因物理局限而无法到达的时空领域。

沉浸式新闻的“时光机魔力”不仅在于其能够使得已经发生的事件得以再现，而且在于对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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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接收方式的变革。虚拟现实技术消弭了传统新闻接收存在的媒介界面，沉浸式新闻的用户能

够通过数字身体存在于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再现的新闻情境中。从这个层面而言，虚拟现实技术不

仅延伸了用户的身体，而且延伸了用户的意识，使用户在沉浸式新闻空间情境中生成了独特的感知

和体验。
( 二) 技术仿真带来沉浸体验

作为沉浸式新闻理念中的关键概念，“沉浸”和“在场”［9］2是我们理解技术如何赋能沉浸式新

闻的重要窗口。“沉浸”可以理解为技术所带来的客观性能，技术为用户在沉浸式新闻中提供视

觉、听觉、嗅觉和触觉的真实感知，并由此触发整体沉浸的主观反映，影响人的认知能力、审美取向

和情感触发［10］211。

图像识别和语音识别是当前元宇宙研究的两个基本应用场景。沉浸式新闻作为元宇宙的衍生

物，能够更好地帮助用户获得极致的感官体验，并在感官的联动之中浸入新闻场景。从图像识别研

究来看，当前技术发展的趋势指向使智能终端能够实现像人眼一样捕捉现实图像并能够自由聚焦。

在这方面，积卷神经网络( CNNs) 是主要方向。积卷神经网络能够在运动中建立面孔图片信息图

像，并根据面部定位特征识别表情，也能够对检测到的人眼部分进行光线追迹，从而克服当前沉浸

式新闻中不少用户反馈的“背景就像图像一样贴上去，人物事物都不动”的技术难题。从语音识别

研究来看，“自动语音识别( ASＲ) 、自然语言处理( NLP ) 和文本转换( TTS) ”［11］6是语音识别研究的

三大模块。ASＲ 负责将人类活动信息转化为文本; NLP 负责破译人类行为的意图; TTS 将计算机反

馈信息进一步转化为语言。当前，沉浸式新闻的声音大小随着用户音量的调节变化，用户往往“站

在原地环顾四周”，其音源处于“内嵌”状态。随着 ASＲ、NLP 和 TTS 技术的发展，会生成一种全新

的视听景观: 在沉浸式新闻中，用户走一步，脚底移动的声音能够反馈于计算机系统; 而计算机系统

根据用户位置的变化，能够调节环境不同声音的大小，实现“耳听八方”。

VＲ 只是构建起虚拟现实的技术骨架，而真正让用户进入其中还需要不同的技术和计算机程

序的不断填充。除了视觉和听觉，嗅觉、触觉和味觉等人体感官也将随着技术的发展与计算机代码

搭建起共同的桥梁。沉浸式新闻将实现多感官刺激的真正沉浸式体验。
( 三) 人机交互产生地点幻觉

罗尼·德拉佩纳指出，在场感和地点幻觉与似真性两个概念有关。地点幻觉是指用户感觉自

己离开了现存环境，来到了另一个环境; “似真性是指这样一种感觉，即相信虚拟现实新闻中发生

的事件是真实的”［12］80。实现地点幻觉和似真性关键在于对互动的关注，增加用户的参与度，由身

体动作加深经验记忆，从而真正使用户相信其成为新闻当事人。

从似真性的营造来看，虚拟现实技术改变了受众传统的信息接收模式，受众从线性阅读到非线

性阅读，成为新闻的“目击证人”，第一视角亲历整个新闻事件。在虚拟现实技术构造的新闻现场，

受众可以通过自主的视角转换来决定体验内容。在用户行为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新闻中的现实也

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人机交互营造了似真性的错觉。这种地点幻觉的产生必然是由身体感官的变

化导致的，通过生成数字身体，“虚拟身体表征可以使虚拟环境更容易被接受为真实”［13］5。例如当

读者从喜悦的新年氛围进入有关战争议题的沉浸式新闻当中，周围难民的哭声、刺鼻的硝烟味和武

装的士兵等一系列代表破坏、冲突的符号构成了不同于新年的悲伤情感。这种空间跨越所产生的

情感变化从新闻实践层面呼应了新现象学理论视野下的“气氛”概念。

二、沉浸式新闻的实践路径

沉浸式新闻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呈现饱满的空间细节，使得传统新闻形态中被遮蔽的物显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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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并聚合，作为准客体侵袭身体的感官，在身体感官与物的交汇融合中，生成身体远程在场的情感

体验。
( 一) 空间细节的多模态呈现

新现象学引入了“准客体”( halbdinge) 的概念。所谓准客体，即一方面，“‘准客体’本身带有客

体的某些特征，加上它与感知主体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从而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独立性”［14］58 ; 另一

方面，只有感知主体的介入，准客体的客观属性才能得到确认，而“气氛”正是属于准客体。传统新

闻样态以图片和文字为主，主要依靠读者的视觉或者听觉。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 Marshall McLu-

han) 提出“媒介即人的延伸”的观点，即任何媒介都不外乎是人身体感官或者部位的延伸，例如图

片延伸了我们的视觉，使我们看到了遥远地方发生的场景。延伸同时意味着截除，单一的感官延伸

的最终结果是个人整体感知的不平衡，导致我们无法确认全部物及其存在方式。物的缺席使得我

们无法完全感知气氛的存在，“气氛”也就无法在传统新闻当中形成。

然而，沉浸式新闻通过 VＲ 技术三维完整呈现新闻现场，利用 AＲ 技术增添新闻深层信息，综

合运用文字、图片、视频、音频和颜文字等媒介符码建构了多模态的新闻话语，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刺

激和吸引用户［15］124。文字、图片和视频的多模态符号运用，兼顾了读者的视觉、听觉和触觉，为读

者打造完美的整体感官体验。多模态呈现使得新闻要素得到恰如其分的表达，而 360°全景呈现则

是将多模态符号综合处理，实现沉浸式新闻空间细节饱满的关键一步。澎湃新闻制作的沉浸式新

闻报道《海拔四千米之上》应用虚拟现实技术，完整再现三江源优美景色，同时允许用户通过 360°

全景视角体验。当视角聚焦于黄河源，便能够听见潺潺的水声、呼啸的风声，看到水浪拍打岸边的

景象，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真实感。

受技术限制，目前沉浸式新闻通过压缩技术以编码视频流的形态主要在 2D 屏幕上出现; 但随

着科技的进步，屏幕的局限将会得到改观，计算机符号将更加丰富，沉浸式新闻呈现会更加立体，

“未来的沉浸式新闻更可能是融合了听觉、嗅觉、触觉等不同的传播符号，形成集合声音、气味、材

质等多种元素为一体的新型信息形态”［16］24。

( 二) 准客体物的生成绽出

格诺特·波默提出“物的迷狂”( ecstasies of thing) 概念，“将对物的关注点从谓语( predicate) 转

移到了在场的形式( presence) 上”［17］153。作为客体的物不再静静等待审美主体对其进行定义和审

视，而是以“绽出”形式表现出其准客体的行动力。一言以蔽之，“物因而不再是通过它与其他物的

区别、不再是通过其界限和统一性来理解的，而 是 根 据 它 走 出 自 身、登 台 亮 相 的 方 式 来 理 解

的”［18］20－21。例如蓝色的杯子，以传统美学视角理解，蓝色即为杯子的附着物和属性。而在气氛美

学的视野中，蓝色成为杯子被察觉的方式，蓝色对所处空间进行“染色”，使在场的主体得以感知空

间变化，以此制造某种气氛或情感。可以说，物的绽出即气氛的制造。

传统新闻文本是对新闻事件的抽象和符号化表达，新闻事件中的物被抽离和遮蔽，物的原初形

态无法得到完整显现。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物的一种空间化切割，面对琐碎的物和媒介界面的隔

离，触发人的身体情感意向性的气氛被压制。与传统新闻相比，沉浸式新闻利用媒介技术对新闻事

件的情境再现改变了新闻接收的逻辑，沉浸式新闻的受众是新闻事件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受众不再

是通过记者编辑的文字、声音和图像来接收新闻，而是亲身经历整个新闻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新

闻事件中被遮蔽的物得以显现，其细节恰如其分地绽出，物和身体的意向性双向应和，共同塑造了

沉浸式新闻中的“气氛”。

沉浸式新闻通过媒介技术使得传统新闻形态中被切割的空间得以复原，而建筑作为空间的重

要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对气氛的空间性建构有着重要影响，建筑的结构、色彩等属性影响受众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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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体验和角色认知。例如中央电视台推出的首个大型沉浸式数字交互节目《三星堆奇幻之旅》，将

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三星堆数字博物馆和古蜀王国等场景，通过即时云渲染技术，第一视角地呈

现在受众眼前。用户可以穿越到数千年前的古蜀国，看到三星堆住址原貌、祭祀场景和民居建筑，

神秘庄重的象牙、神像、篝火和器皿等器物在空间中弥漫开来，融合成为整体，身体感官在物的涌现

中受到强烈的情感震颤，气氛瞬间生成和显现。

沉浸式新闻中的空间不仅复刻了现实物品，其超越物理有形特征塑造了无形的情境化空间。

这使得音乐、气味等进入气氛生成的情境中。音乐和建筑都是一种空间的艺术。”［19］178也就是说，

音乐作为一种事件、环境参与空间建构，需要将感知重点从声源向嗓音、音调和声响倾斜。唯有这

样，才能实现音乐的“绽出”和对独特氛围的建构，否则将会遭受声音背后主体意义的干扰。在《三

星堆奇幻之旅》的节目开头，音乐由低沉走向高昂，音域逐渐宽广，并伴随三星堆局部画面。之后，

音乐节拍拉长，画面随即由近及远，在音乐主旋律之外附带快节奏打击乐，伴随悠远吟唱，历史的厚

重感油然而生。可见音乐对新闻气氛的浸染和营造。除了听觉要素外，其他感官要素也将逐渐被

纳入沉浸式新闻的制作中，“为了把握气氛，我们还需要更积极地、更有分析性地参与色彩、照明、

湿度、气味、事物的质感及其相互并置”［20］6。受制于技术发展，目前的媒介技术尚无法完全实现受

众的触觉体验和嗅觉感知。这将是未来沉浸式新闻创作的重要方向。

( 三) 身体远程在场的情感体验

物的绽出在空间之中扩散，“渗入人的感觉器官，从而使人产生某种情感波动”［21］177。不同于

身体单一感官的感知，这里强调的是多感官介入的感知。这种多感官介入的感知被波默称为“通

感”( synesthesia) ，涉及对人身体器官的调用和统合。在新现象学视域下，躯体指涉肉体; 而身体是

“主观感知的有感身体”［22］153，是肉体感官的全方位调动和思想经验的融合。身体的统合性拒绝依

据规则的还原和抽象的理论化，而是努力实现对世界独特的质感与现实的去蔽。

身体作为“气氛”生成的重要中介，身体震颤产生，情感和气氛随即显现。不仅如此，“唯有身

体才是人与外界产生交互作用的基础媒介，也是智能涌现的前提与场所”［23］77－78。因此身体在虚拟

现实技术的开发与运用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虚拟现实技术通过全息场景再造，将受众从现

实环境带到“新闻环境”当中，营造了受众的空间幻觉，并通过数字身体来加固这种“虚拟在场”的

感觉。“气氛”的身体性在场和空间性体验性决定了沉浸式新闻的现场参与性。参与伴随着过程

性、叙事性和事件性。这个过程意味着身体受到周遭的影响，产生情感。在沉浸式新闻中，身体的

参与要求身体空间位置自由变化，由此实现体验视角的转换。通过移步换景，受众可以实现对新闻

的整体性特征感知，“此时此地此景”的变幻、叠加为新闻情境中的物对身体的侵袭创造了更多的

机会。

在沉浸式新闻中，“浸入”和“相异”成为推动身体与气氛共鸣、产生情绪震颤，从而完成新闻事

件叙事的主要方式。“浸入”是指人在情境中接受来自气氛的影响。不发生冲突的情况主要指人

处于“放空”、不受特定空间束缚的状况，体现在心平气和或不经意的处境感受。“相异”是指人当

下处境的感受与物所营造的气氛相反，或是融入物所营造的气氛当中身体知觉仍被所脱离的情境

抓住时，就需要物重新对其“染色定调”。“浸入”的身体震颤是自然转换发生的，而“相异”过程的

存在更能体现出气氛在新闻情境中的生成及其强力特征。

2020 年初，武汉大学联合新华社等，通过 5G+4K+VＲ+AI 的技术组合开启沉浸式直播，帮助用

户实现“云赏樱”。直播使用了一辆 AI 无人直播车，在樱花大道进行移动直播。观众只需要转动

手中的手机，就可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360°全景赏樱。樱花的颜色、分布状态和春日光线的

照射为正处于新冠肺炎疫情阴霾笼罩下的人们带来心灵的慰藉和生活的希望。“这种感觉寄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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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之中，并准备被遭遇这种情境的人所体验。”［24］13樱花和春日光线所象征的美好、浪漫和温暖的

意境透过樱花大道“染色”人们压抑的内心，充满生机活力的气氛重置了身体的情感体验。

三、沉浸式新闻的价值反思

沉浸式新闻的技术赋能使得传统新闻形态中被遮蔽的空间和物具有可见性。通过身体远程在

场对新闻事件的原初体验而生成的情感气氛不仅仅是一种个体化的感知，而且能够生成具有普遍

伦理意义的共同情境。在个体情境与共同情境的相互转换中，社会化情感能够植入个体化情感中，

使得新闻事件的伦理意义显现出来，进而引发人们对沉浸式新闻关系属性及其客观性的反思。

( 一) 制造情境: 沉浸式新闻的数字伦理

情境是新现象学的关键概念之一。情境是气氛产生的场所，也是储存日常经验的容器。“它

是一种‘由事态、筹划和问题所构成的意蕴，它是由各种事物( 甚至包括感情、情感氛围) 整体地聚

合起来而内部模糊’的对象型式。”［25］25情境是身体展开交流的场所，身体震颤和原始生活经验均

来源于情境。可以说，情境是一切知觉现象的安身之地。“司机避险”和“人海行走”是施密茨用来

指示情境最常用的两个例子。以“人海行走”为例。在人群中行走，人们通过对整体感官的调动，

总能成功避开迎面而来的人或物。这种判断是在身体与各种事物的混沌中做出的。为了日常生活

的顺利进行，这种经验判断总是源源不断地发生，多种多样的情境构成了社会生活景观。

施密茨根据情境所涉及的范围将其分成个人情境和共同情境。个人情境以人内传播的形式存

在着，可以理解为库利笔下“主我—客我”不断互动形成的新的“自我”。共同情境代表广泛的社会

场景与结构，涉及宗教、民族、家庭背景和婚姻等等。个人情境与共同情境是相嵌但不包含的关系。

“个人情境通往个人层面的原初当下，又 能‘植 入’跨 个 人 的 共 同 情 境 并 容 纳 无 数 局 部 性 情

境。”［26］61在原初当下中，身体处于最理想的状态，这正是个体出生的最初状态。因为婴儿的身体是

延展的、无阻碍的，而随着人的成长，社会规约开始发挥作用，所以个人情境的塑造与形式不可避免

地要从共同情境中汲取力量与获得方向; 但个人情境对纯真性与解放性的追求反过来又为共同情

境形成建构了框架、设定了标准。

由此，在沉浸式新闻的虚拟空间当中，气氛和身体相互结合、相互依托和相互影响，共同形成了

不可分割、具有整体意蕴的情境。个人情境与共同情境的相互转换契合了沉浸式新闻的社会指向。

通过“真实在场”，身体沉浸于由新闻现场所营造的气氛之中，从而感受到新闻事件背后的权力运

作与原初召唤。这即意味着，通过气氛和身体的完美配合，共同情境在主体情绪上的震颤中可以成

为个人情境，并通过个人情境对当下共同情境进行补充、修改和删除。由 Meta 联合 XＲ 创企 Make-

MePulse，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UNESCO) 和世界犹太人大会共同打造的“水晶之夜”①85

周年纪念项目“Inside Kristallnacht”VＲ 体验项目即将在 2024 年正式亮相。该项目不仅包括“水晶

之夜”大屠杀幸存者 Charlotte Knobloch 的旁白解说、“水晶之夜”的史实再现，受众还可以与 Char-

lotte Knobloch 的数字孪生形象进行互动，了解大屠杀事件的相关信息。VＲ 基于高度拟真的技术

特点，还原渲染出当时二战德国社会的真实场景，通过对绝望痛苦的“气氛”烘托来与未经历纳粹

主义而无法切身体会战争血腥与残酷的受众建立起情感的桥梁。身体内部的震颤使其情境深深植

入受众的个人情感中，受众在未来共同情境中对“反战”“和平”理念的理解更为透彻，并进一步改

变共同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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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新闻再定义: 沉浸式新闻的关系属性

毫无疑问，作为“虚拟和现实糅合的新闻”［27］59，沉浸式新闻面临着新闻真实性的考验。新闻

的本源是事实，事实是第一性的，这也是“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被奉为圭臬的原因。然

而，VＲ 和 3D 技术还原的新闻现场，究竟是更真实了还是更不真实了? 以往有学者对“目前正在实

施沉浸式新闻的组织所使用的代码样本中的道德准则进行了调查”［28］1，以求在伦理准则下使沉浸

式新闻最大程度地还原新闻现场; 但批评者认为该做法并没有增强真实性，用户其实根本没有体验

到该体验的东西，虚拟现实技术具有欺骗性，虚拟空间是由人工干预和算法控制融合而成①。但批

评者忽略了一点: 作为新闻的事实始终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在新闻的事实核查过程中，新闻媒

体往往经过这样一个步骤: 将撰写好的新闻发送给采访者浏览，再根据采访者指出的“事实不符”

的部分进行修改补充。过去，新闻事实的确认考虑了记者的关系、组织的关系和新闻人物的关系;

现在，沉浸式新闻考虑新闻与用户之间的关系。沉浸式新闻将事实确认的权力交由用户，其只需要

“如实”告知用户新闻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都有哪些人、物的相关细节，用户便可以根据临场感知

和日常经验进行事件因果的判断。如果说作为事实的新闻指向的是新闻活动的结果，那么沉浸式

新闻更加强调新闻活动的动态性，新闻的关系属性在新媒体时代因此得到凸显。

对于新闻与用户之间关系的强调折射了当下新闻业的“情感转向”。“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

来，随着人文社科领域研究‘情感转向’的兴起，情感经验为人们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文化提供

了新的理解维度，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情感。”［29］4随着互联网带来的话语平权

运动，新闻媒体与用户的关系由单向垂直转变为双向水平。舆论反馈速度之快、强度之大，都无不

提醒着新闻媒体应该更加关照真实可见的受众本身。虽然新闻的本源是事实这一社会规范深刻地

植入用户的认知中，但是在真实的新闻消费中，许多用户依然倾向于在新闻内容识别与情感认知方

面寻找某种内在的逻辑关联。这足以说明在数字新闻业转向过程中，需要重视新闻内的情感要素。

沉浸式新闻的出现同样给我们带来了变革新闻定义的可能: 新闻是新闻现场与用户发生交互、迸发

情感体验的关系活动。
( 三) 叙事与情感: 沉浸式新闻客观性的反思

沉浸式新闻颠覆了以往新闻的叙事模式，进而对传统学科范式发起了冲击。沉浸式新闻中身

体在场意味着新闻叙事从第三人称走向第一人称，身体成为重要的“阅读者”，由个体身体激发的

情感意蕴动摇了百年来新闻学科实践与理论不断夯实的客观性准则。因为在客观性实践中，“通

过第三人称叙事，记者会展现多样的信息源，呈现不同的观点态度，从而实现平衡、公正”［30］53。过

于情绪化、煽情和感性成为沉浸式新闻不被学界接受的主要障碍。需要思考的是: 新闻真实作为新

闻客观性的主要实现路径，什么样的事实才是新闻业所期待的“本源”?

新现象学强调区分“客观事实”和“主观事实”两个概念。客观事实指的是经由符号、修辞叙述

出的文本; 主观事实在于独有性，即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属于某时某刻独特的心境与感受。问

题在于，客观性常常以“源出”“本源”的标签占据事实的所有权，而将情感与“片面”“偏向”画上等

号。从新现象学视野来看，“既然现象化的事件是自发地强加于主体，那么现实首先是在经验中遭

遇的，在此之前的是由意向性意识构成的”［31］302。所谓理论构筑的客观性悬置了现实生活和经验，

新现象学由此对传统主客观二元对立范式进行批判，同时提出了“严格主体性”概念为主体性正

名。严格主体性是由主观事实所构成的，指向一种更为“源出”的事实存在状态。主观体验和感受

作为沉浸式新闻的“源出”内容，是奠基于主观事实和严格主体性的日常生活经验世界，身体的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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颤将真实有效地植入个人情境，并在共同情境中进行身体交流。沉浸式新闻所体现出的客观性与

传统新闻秉持的“符合论”与“融贯论”并不相同。在沉浸式新闻构筑的虚拟空间中，受众作为“目

击者”能够亲历新闻事件的整个过程。这种第一时间在场的真实不是基于符号和文本的想象，而

是一种视觉上的亲身感知并由此带来的情感体验，因而是一种技术具身性的“见证真实”。从新闻

客观性到新闻见证真实的转变，将会引发人们对沉浸式新闻在叙事与情感层面的真实表征的质疑，

导致新闻客观性理念的动摇和重塑。

四、结语

依托数字技术生产的沉浸式新闻颠覆了传统的新闻制作方式，正在引发一场数字新闻业的革

命，新闻生产空间、生产主体和生产关系等多个维度都发生了“流动”，一个“液态”的新闻业正在形

成［32］71。内容方面，沉浸式新闻完全用图像和影像替代了传统新闻中的文字，能够给人带来更直接

和逼真的感官体验。更为重要的是，数字技术的应用打破了传统新闻文本的空间区隔，还原了新闻

事件发生的真实过程，使得在传统新闻文本中被遮蔽的物显现出来。当用户的数字身体置于沉浸

式新闻的虚拟空间中，绽出的物引发身体的震颤，用户的感知被带入新闻事件现场的情境中，生成

强烈的情感体验和气氛。随着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沉浸式新闻的虚拟空间情境会应用更多的

感官元素来增强用户的情感体验。沉浸式新闻的数字技术革命不仅推动了新闻生产、传播和接收

方式的变化，而且引发了人们对新闻本体论层面的思考。相对于传统的新闻定义而言，沉浸式新闻

无疑在客观事实记录层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闻客观性的理念再一次受到了挑战。此外，人们对

沉浸式新闻的反思还跃出了学科边界。未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沉浸式新闻的形态演进将在新

闻事实、新闻价值和数字伦理等方面给人们带来更为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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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rative Logic，Practice Path and Value Ｒeflection
of Immersive News

FENG Yue－ji

( Cheung Ko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hantou University，Shantou，Guangdong 515063，China)

Abstract: Driven by the new digital media，immersive news shows the triple technical logic of virtual
reality bridging the space and time distance，technical simulation bringing immersive experience and hu-
man－computer interaction creating the illusion of place．Immersive news，with its contextualized narrative
mode and sensationalized acceptance mode，has changed the pattern of traditional news，providing a new
path for current and future news practice through the multimodal presentation of spatial details，the gener-
ation and emergence of quasi－object objects and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remote physical presence．
The emergence of immersive news has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definition of news，triggered the reflection
on the objectivity of news，and also provided imagination space for people to explore news value and digit-
al ethics in the context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Key words: immersive news; virtual reality; emotion; journalistic obj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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