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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客体之真 , , 到 “符号之真 , ,
论新闻求真的符号学转向

蒋晓丽 李玮

摘要

被传统界定为 “与客体事实相符合”的新闻真实 ,也可称为新闻的 “客体之真 ” ,使新闻求真遭遇

到来自实践 、价值和语境需求等诸多困境 。而从现象与本质 、宏观与微观 、外延与内涵 、依据与判定 、

报道与理解 、瞬间与无限等方面去突围的传统路径 , 不能从根本上解除其困境 。本文以符号学为理

论视野 , 在对新闻文本的生六 传播和收受实践中的符号化过程进行剖析之后 ,认为在具体新闻实践

中所能求的真实 ,是新闻的 “符号之真 ” ,而非 “客体之真 ”。新闻的 “符号之真 ” , 存在于新闻传受多

方主体在客体事实认知 、解释和审美上的互动一致中 。它意味着新闻求真的核心在于寻找一种既不

违背客体真实 、又能指向价值的 ,能产生共鸣的新闻符码 ,预示着新闻求真的符号学转型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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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而 ' ' ,

对于新闻来说 ,真实如此重要 ,以至于真实常常被誉为新闻的生命 。真实性常常被列为新

闻从业人员在具体新闻实践中所必须遵循和格守的首要职责 缺乏了真实性的新闻 ,将被视为

无异于刁锐 、文学 、戏剧等的虚构作品 丧失了真实性的新闻 ,将不再被视为人们了解和认识外

在客体世界的主窗口和主渠道 ,不再使人信服 。

一 、客体之真 使新闻求真困境重重
对于何为新闻真实的问题 ,国内学者一般都将其置于客观真实的范畴中来进行考察 。他们

以新闻报道与客观事实是否相符合作为唯一判定标准 ,将新闻真实定义为 “新闻报道与客观事

实真相相一致 ” 张达芝 , ,甚至认为新闻报道 “必须同报道对象 认识客体 完全一

致 ,否则就是对被反映的客观事物的歪曲 ,就是假报道或失实报道” 童兵 , 。不难看

出 ,这种意义上所理解的 “新闻真实” ,不仅是存在论 、本体论上的真实一一它认为在人之外有

一个可供认知的客体世界存在 同时也是实践论上的真实— 它假定人有能力 “客观反映”这

一外在客体世界 ,并要求新闻从业者在实践上做到全面真实和绝对真实。
在这种 “新闻真实 ”的逻辑中 ,新闻报道被认为只包含着 “新闻符号文本 ”与 “客体世界

对象”两极 ,且 “客体世界 对象”成为衡量 “新闻符号文本 ”是否真实的唯一参照 ,用图可表示

为

新闻符号文本 卜二竺色 , 客体世卿对象

鉴于此 ,我们姑且称这种新闻真实为新闻的 “客体之真 ” ,其核心内容是新闻的 “本体之

真 ”与 “实践之真 ”。

一 新闻 “客体之真 ”的多重困境

然而 ,定义为 “新闻报道相符合于客观事实 ”的新闻 “客体之真 ” ,却使新闻求真面临着来

自实践 、价值 、语境等多方面的困境 。

第一 ,传播主体认知的有限性和多样性困境 。一方面 ,传播主体的认知能力具有有限性 。

从哲学认知论来看 ,世界虽是可知的 ,人类虽也有能力认知世界 ,但是 ,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却通

常需要一个从表象到本质 、从局部到全局 、从低级到高级 ,从相对到绝对的过程 。因而 ,当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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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的事物并非人们所已知的事物时 ,人们就不可能一下子清楚准确地认识和理解到事物的真

相 ,也更不可能知道该如何确定新闻报道是否与客观事实真相相一致孔 另一方面 ,传播主体的

认知常常具有不一致性 。受限于传播主体不同的时间性 、历史性 、社会性和意识形态性 ,即便是

面对同一对象同一事实 ,不同的主体或者同一主体在不同时候 ,也常常能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不

同的侧面 ,甚至完全不同的东西。鉴于此 ,当我们连客观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都不知道 ,或者

我们看到的事实纷繁各异且有失全面的时候 ,试问 ,该如何确定新闻是否真实

第二 ,传播符号的片面化困境 。所谓符号 ,是指 “一种携带意义的感知 ” 赵毅衡 ,

,是人表达意义所必需的载体 。也即是说 ,人在面对对外在世界的经验感知时 ,常常需要以符

号为中介 ,将经验感知解释为意义 。这一 “对感知进行意义解释”的过程 ,也被称为 “符号化 ”。

在符号与符号化中,避免不了片面化 ,原因在于 “物不需要全面被感知才携带意义 。让物过多

的品质参与携带意义 ,反而成为表意的累赘。 被̀感知 '并不能使符号回归物自身 ,恰恰相反 ,符

号因为要携带意义 ,迫使接收者对物的感知 片̀面化 , ,使感知成为意义的 简̀写式 '承载 ” , “无

关品质可以甚至必须忽视 ,不然解释效率太低 ” 赵毅衡 , 。

换言之 ,物自身是一个多角度、多层次 、全面化 、立体化的存在 ,当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

的层次 、以不同的参照对象去观照它时 ,便能发掘出其诸多不同的甚至可能截然相反的品质 。

在某一具体的符号表意过程中 ,如果我们都让物的相关不相关的所有品质都介入进来 ,一方面

是累赘的 ,另一反面而言是无意义的。符号与符号化的片面化特点 ,使得新闻报道总是习惯于从

某一主题 、某一视角或者某一类型来报道客体事实 ,而不可能同时涵盖客体事实的各个侧面和

所有品质。由此来说 ,新闻求真至多能达到一种片面 、局部的真实 ,而不能及全面、全局的新闻

“客体之真 ”。

第三 ,传播受众的认同困境 。如果以 “相符合于客观事实 ”来界定新闻真实 ,那么 ,新闻真

实似乎是一个与新闻受众极为不相干的问题 。然而 ,众多案例显示 ,新闻真实常常是在受众的

质疑声中逐步得到证实或者遭受揭发的。此外 ,我们也不难看到这样的现象 一些新闻传媒所

描述的真实的新闻事实 ,往往不被受众认为是真实 ,而另一些新闻传媒所提供的不真实的报

道 ,甚至在很长时期内被接受者认为是真实的。鉴于此 ,从实践上来看 ,要求得新闻的 “客体之

真 ” ,必然还遭受着一个受众的接受困境 。

第四 ,新闻传媒机构的属性和功能困境 。虽说新闻传播的首要功能是客观真实地传递信

息 ,但在另外相当多时候 ,新闻传播还肩负着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舆论引导等功能 。而在发挥

后者功能时 ,新闻通常会代表国家 、地区 、职业等方面的利益和呈现出文化 、意识形态等方面的

偏向 当然 ,这也与新闻从业人员所秉持的文化惯习与意识形态相关 。此外 ,新闻媒体虽被称

为独立于立法 、司法和行政之外的 “第四权力 ” ,被誉为 “无冕之王 ” ,但由于权限的限制或者能

力的缺乏 ,新闻传媒机构并不能顺利如愿地得到想要的新闻事实 ,尤其是在面对那些当事人有

意要遮蔽的事实时 。

第五 ,道德伦理困境 。作为社会结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新闻传煤机构和新闻从业人员 ,

其首要角色应该是社会组织和社会人 ,因此 ,他们也需要自觉服从社会道德伦理的约束 。也即是

说 ,并非所有的新闻事实 ,都适合于进行全面而具体的真实报道。比如 ,出于人性关怀 ,不宜将

灾难事件中死难者的尸体照片巨幅刊载于新闻报端 出于对某些消息来源的保护 ,不宜将他们

的真实名字透露在报道中 出于对传播负外部效应的防范 ,不宜对新闻事件中的某些作案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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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真实描写 ,等等。在这些时候 ,新闻的 “客体之真”是否还应该被捍卫 ,新闻的 “实践之真”

是否还应该被践行 ,就值得怀疑 。

第六 ,法律困境 。大多数时候 ,新闻求真是为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但如同 “自由以自由为

限 ”一样 ,权利也要以权利为限 。当公众的知情权与他人的隐私权 、肖像权 、名誉权或者相关国

家保密义务的相关法律规制等相冲突时 ,就需衡量何种权利的 “优先级”更高了。每逢此时 ,若

要执意追求新闻的 “客体之真” ,往往也会遭遇来自法律方面的尴尬 。

第七 ,外在语境变化的困境 蒋晓丽 ,李玮 , 一 。一是新煤体技术语境 。较之传

统的代一对多”的大众传播格局 ,新媒体技术为 “多对多”自媒体传播 、公民共享新闻学搭建了平

台。在此平台下 从 人都是记者” ,追求新闻的 “客体之真 ” ,无疑会陷入 “新闻不够客观 ” 、 “信

息不够可信” 、 “非专业的公民不能够堪当记者大任 ”等职业陷阱。二是全球化的社会语境 。在

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 ,无论就硬件设备还是软件实力 ,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影响上 ,新闻传媒资

源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都呈现出分布的绝对不均衡 ,因此导致了全球信息流动的不均

衡 。在此语境下 , “发达国家单一话语主导的 、广大发展中国家被迫接受的 ”一元真实 ,绝不能

等同于新闻的 “客体之真 ”。三是和谐社会本土语境的新需求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 ,远不

能仅用新闻的 “客体之真”来衡量新闻信息的价值 ,因为任何不管是否真实的信息 ,都代表着

一种利益诉求或情绪宣泄 。
因此 ,有学者提出 “强求新闻在任何情况下达到绝对真实 ,是不现实的理想主义论者 ”

王艳 , 巧 , “把新闻真实等同于客观真实 ,认为新闻真实就是新闻报道必须与客观现

实相符合 ,必须与客观现实完全一致 ,显然是一种理想 ,同时对新闻的认识也是不全面的 ,是对

新闻价值的一种过分追求 ”。 吴晓春 ,

二 新闻 “客体之真 ”的困境突围

面对这诸多困境 ,如何拯救新闻的 “客体之真”于水火之中,如何在重重困境下求得新闻的

“客体之真 ” ,便引发了学界和业界人士的浓厚兴趣 。归纳起来 ,代表性的突围路径有

有学者根据马克思唯物论中的现象与本质概念出发 ,提出新闻真实包含 “现象真实”与

“本质真实 ” ,并认为 ,本质真实才是新闻真实的最终指向。因此 ,针对新闻报道中常出现的只

停留于现象真实而忽略甚至掩盖本质真实的情况 ,就需要 “新闻工作者掌握材料全面、采访作

风深入 、多问几个 为̀什么 ,并找出明确答案 ” 陈应雄 , , “用辩证的观点来观察和思考各

种现象 ,用科学的思维方法来解剖、解答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 曾林 ,刘锦钢 , 。

有学者从新闻报道者观察事物的角度和程度的不同 ,提出 “宏观真实”与 “微观真实” 。其

中 ,宏观真实 ,与整体真实 、总体真实相近 ,强调新闻报道从更加全面 、广泛 、深入 、高远的层

次 、视野和境界上来观察 、把握 、反映和报道事物 。微观真实相当于具体真实 、局部真实 ,要求

新闻报道从小处着眼 ,从基本元素上 ,从具体细节上做到真实准确 。换言之 ,宏观真实要反映

客观事物的运动变化和普遍联系 ,揭示客观事物相互发展中的内部规律 ,而微观真实要报道

“事实的真实 ” 夏永 , 。

有学者从符号学的内涵与外延概念出发 ,从解码认知视角切入提出 ,当我们考察同一个新

闻文本时 ,近乎可以获得相同的对象 ,也即相同的外延 ,但同时也可根据我们自身的独特理解获

得不同的内涵 。由于新闻文本只有在外延上接近于事件 ,内涵却随着解码者文化语境不同而产

生新的不确定意义 , 因而 ,他认为 ,认知论上的新闻真实应该是外延真实 饶广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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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学者将目光从新闻真实的 “结果”转向了实现新闻真实的 “程序”上 ,提出 “依据真实”

和 “判定真实 ” ,并认为 ,记者和媒体所描述 、传播的内容 ,是由他人所提供或记者所亲历目击

的新闻信息或新闻事件 ,并非记者凭空杜撰和想象出来的。因此 ,不管这些依据所提供的信息

是否符合客观真实 ,这些所谓的依据本身必须真实存在 ,而且必须要经过记者和新闻传播机构

的判断和认定 ,才能成为新闻传播的内容 吴晓春 , 。

此外 ,还有学者根据新闻传受两个环节 ,提出 “报道真实”与 “理解真实” , “瞬间真实 ”与

“无限真实” 。其中 , “报道真实 ”与 “理解真实”观念认为 ,完整的新闻真实 ,需要新闻传播主

体与收受主体共同完成 ,它是报道真实与理解真实的共同构筑物 杨保军 , 。换言之 ,实

现新闻真实 ,首先需要新闻传播者的报道真实 ,即新闻媒体所传播出去的新闻必须与作为报道

对象的新闻事实相符合 其次需要被新闻收受者准确理解和相信认可,即新闻收受者必须认同

新闻文本所中表述的新闻是真实的 。“瞬间真实”与 “无限真实”观念则认为 ,作为真实的两种

理解方式 ,瞬间真实和无限真实构成了新闻真实在现实社会中的两种存在形态 ,同时 ,正是这

两种真实的理解方式成就了真正的新闻真实。其中 , “瞬间真实 ”是指以新闻传者为主的新闻生

产环节 ,其目的在于以瞬间的局部状况为对象 ,用符号来呈现那确凿的 “一小片实在界 ” “无

限真实 ”是指以新闻受众为主的文化反思环节 ,以无限可能性为对象 ,必须从那 “一小片实在

界”及其符号呈现中看到言外之意 ,理解更多信息 ,进而追索无限可能性 王辉 , 。

但是 ,这些突围路径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除新闻 “客体之真 ”的重重困境 。首先 ,现象真实与

本质真实这组概念 ,不仅没有改变将客体事实作为新闻真实最终参照的基本命题 ,还引入了`

个更为玄奥的与 “现象真实 ”对立的 “本质真实 ” ,这一来暗含了一种本质主义的观点 ,认为事

物有一个先在的本质等待人发掘和理解 二来有不相信现象和群众之嫌 ,扬本质抑现象 ,不符

合 “从现象到本质 ”的自然认识规律 ,并否定受众在接受过程中的主体能动性 三来 “本质真实

论”在更多时候反倒可能成为新闻不真实的借口。其次 ,宏观真实与微观真实 ,虽说比现象真实

与本质真实更严谨了些 ,但其依然没有触及到新闻真实最核心的假设 ,依然以 “相符合于客体事

实 ”作为衡量新闻真实的最终标准 ,新闻求真同样困难重重。再次 ,将范围缩小为外延真实的做

法 ,既没有摆脱以客体事实作为参照的 “客体之真 ”的定义 ,还完全舍弃了内涵真实这一重要构

成 ,忽略了人本身作为客体事实判断尺度这一重要现实 。复次 ,依据真实和判定真实 ,虽说道理

不错 ,但其只能作为新闻真实的一个必要不充分条件。因为在一个客观事实中 ,堪当消息来源的

当事人和目击者 持正反意见 、专家学者 持褒贬态度 往往不止一个 ,而新闻报道又不可能穷

尽所有可能的消息来源 。因此 ,即便报道中的所有消息来源都是真实的 ,新闻媒体本身的选择

与过滤也大大损害着新闻真实。最后 ,报道真实与理解真实 、瞬间真实与无限真实 ,将受众纳入

新闻真实的考察范畴 ,在凸显了受众的主体能动性 ,为新闻真实的实现增加了一层可以验证的

关卡的同时 ,它又忽略了作为 “依据 ”的消息来源群体的重要性 ,因而从理论上说 ,也是不够齐

备的 。

于是 ,我们不得不反思 是否对 “新闻真实 ”的理解不应该被界定为 “相符合于客体事

实 ” 是否不能从 “客体之真 ” 、 “本体之真 ”和 “实践之真 ”的层面上衡量新闻真实

二 、符号之真 新闻求真的符号学转向

一 符号之真 新闻求真困境的符号学突围

根据符号学的观点 ,任何发生于客体世界中的事实 ,在进入人化世界时 ,都经历了一



本期话题了符号学研究 国际新闻界

个符号化的过程。如前所述 ,所谓符号 ,是指一种携带意义的感知。美国符号学之父皮尔

斯将符号的构成分为三种 “再现体 ” 、 “对象” 和 “解释项 ”

。其中 , “再现体 ”相当于索绪尔之 “能指 ” ,也指被广义化了的 “符号” , “对

象”与 “解释项 ”则分别相当于索绪尔 “所指 ”中的 “符号所代替的对象”与 “符号所引发的思想

与意义”。

再现体

价
乙

对象 解释项

不难看出 ,在 “符号 ”的这三个构成要素中 ,新闻的 “客体之真 ” ,重在强调 “再现体 ”与

“对象”之间的高匹配与相符合 ,而忽略了 “再现体”与 “解释项 ”之间的关系。但对于 “符号”

来说 , “解释项 ”是其中极为重要的构成 。

较之于索绪尔 “所指 ”中相对独立自为地存在的 “符号引发的思想和意义” ,皮尔斯的 “解

释项 ”具有以下一些重要意义 首先 , “解释项 ”指明了,任何一个符号化 ,其实都等于两个符号

化一一第一符号化是指一定数量的符号被组织进一个组合中 ,第二符号化是指符号被符号解

释者组织进一定的时空向度和意义向度 。其次 , “解释项 ”暗示了符号解释主体存在 — “解

释项 ”意味着 ,意义并非独立存在 ,而是有赖于符号解释主体的解释 ,因此 ,即便是面对同一对

象 ,存在于不同时空中的不同解释主体 ,解释意义也会呈现差异 。再次 , “解释项 ”的提出 ,还莫

定了符号动态衍义的基础— 任何一个 “解释项 ” ,都是上一个符号化的终结 ,同时又作为新

的 “再现体 ”开启下一个符号化过程 。最后 , “解释项 ”揭示了 “符号 ”的终极价值 ,在于表达意

义 ,而非仅仅指明对象 。总而言之 , “解释项”凝聚着 “符号”的核心价值 ,它是符号化过程的最

终归宿 。在符号化过程中 , “对象”常常处于日渐被疏离的位置。

具体到新闻文本的生六 传播和收受实践中来看 在从 “客体事实 , 新闻事实 ”的事实转

换 、从 “客体事实当事人 见证者 新闻传者 新闻受众”的信息流动过程中 ,就历经了多层的

符号化

客体世界中的自然事伶文本依据· …

扩
客体事实中的当事为目击者 晰

闻记者 ·“ · 特殊新闻受众

新闻传兹

、沪
、

号文本“ 夏̀ 二呻普通新闻受众

第一符号化过程常常发生在 “客体事实的当事人 目击者— 客体事实 ”之间 ,其符号解

释主体是 “客体事实的当事人 目击者 ” ,如上图中的①。在此过程中 ,客体事实的当事者 目击

者 ,把自己对客体事实的经验感知 亲眼目睹 、亲耳听闻 ,组合进一定的符号序列 ,并解释为一

定的时空向度和意义向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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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符号化过程常常发生在 “客体事实当事人 目击者的解释— 新闻传播者— 新闻符

号文本 ”之间 ,其符号主体是新闻传播者 ,如上图中的②。在此过程中 ,客体事实当事人 目击者

对客体事实的 “符号解释 ” ,成为新闻传播者经验感知的 “再现体” ,开启新闻传播者的符号化

过程。新闻传播者通过对当事人 目击者的 “符号解释 ”进行再解释 ,并将其解释意义凝结为新

闻符号文本的生成 。

第三个符号化过程常常发生在 “新闻符号文本一一新闻受众 ”之间 ,其中 ,新闻受众包括

一般新闻受众和 “作为客体事实当事人 目击者”的特殊新闻受众 ,如上图中的③。在此过程中 ,
新闻普通受众以新闻符号文本为 “再现体”开启符号化 ,以不同的语境元语言、能力元语言进行

符号解释 ,最后根据自己的解释意义决定是否愿意相信新闻报道中的事实。而作为 “客体事实

当事者 目击者”的特殊新闻受众 ,则将以新闻符号文本为起点的符号解释 ,对比于之前对客体

事实的原初解释 ,再行决定是否认同新闻文本中的事实 。

此外 ,还有一个潜在存在的符号化过程 ,常常发生在 “客体事实当事人 目击者的解

释— 普通新闻受众”之间 ,如上图中的④。倘若客体事实的当事人 目击者觉得从新闻文本得

到的解释意义与他们直接从客体事实中的解释意义有不同 ,甚至是很大背离 ,他们可能会通过

其他渠道将其原初解释意义发表出来 ,而其原初解释意义一旦被普通新闻受众作为 “再现体 ”

开启新一次的符号化 ,就有可能影响普通新闻受众对新闻报道中事实的认同度 。

由此观之 ,客体事实自被其当事人 目击者进行第一次符号化开始 ,就已经脱离了其符号

“对象 ”所在的存在论与本体论范畴 ,转而进入到 “解释项 ”这一人的认识论与审美论范畴 。

换言之 , 自第一次符号化开始 ,新闻的 “客体之真 ”就已经被 “当事人 目击者 ”的符号解释和

符号叙述给取代了。在此之后的每一次符号化 ,都是以 “当事人 目击者”的 “解释项 ”为 “再现

体 ”来开启的 。因此 ,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 ,衡量和判定新闻是否真实的 ,不是 “客体事实 ” ,而

是 “客体事实当事人 目击者 ”的初次解释意义 。从此意义上说 , “相符合于客体事实 ”的新闻

“客体之真 ”、 “本体之真 ”、 “实践之真 ”永远也无法实现 。

鉴于此 ,新闻求真的目标 ,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地变为追求 “再现体”与 “解释项 ” 也即不

同符号化过程中的 “解释项 ”与 “解释项 ” 之间一致性孔 因为 ,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 ,历经层

层符号化之后 ,新闻的 “客体之真 ”难以企及 ,但不同解释主体的 “解释项 ”与 “解释项 ”之间的

一致性 ,却是有可能实现的 。在此 ,本文将此逻辑意义上的新闻真实 ,也即存在于 “层层符号化

过程不同解释主体 解̀释项 '的互动一致 ”当中的真实 ,称为新闻的 “符号之真 ”。

之所以称这种 “存在于多方主体互动一致中的新闻真实”为新闻的 “符号之真 ” ,是因为最

终判定和衡量新闻真实的是不同符号解释主体的解释意义。它并非本体论范畴的 “客体世界本

身的运动 、变化 、发展及其规律性 ”之 “真 ” ,也非实践论范畴的认的思想和行为达到了与规律

性的高度一致 ”之 “真 ” 周文彰 , ,而是认识和审美范畴的 “对真实的感知 、认识和审

美 ”。其中 , “认识之真 ”和 “审美之真 ”构成了新闻 “符号之真 ”的主要内容 ,它们代表着符号表

意的终极价值目标 。

现实实践中的新闻 “符号之真 ” ,是新闻传受多方主体互动建构的产物 。在包含客体事实当

事者 目击者 、新闻传播者 新闻符号文本 、新闻受众在内的多方符号解释主体的互动一致中

建立起来的。也即是说 ,在新闻生产、传播和收受实践中 ,首先是新闻传者携带着自身特定的元

语言 ,来判定客体事实当事人 目击者对客体事实的叙述和解释是否真实 其中 ,新闻传者需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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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 目击者说什么、不说什么、为什么说 、为什么不说等问题进行意图反推 ,以判定其叙述真

实性 其次是包含客体事实当事人 目击者在内的新闻受众以自身特定的元语言 ,判定新闻传

者凝结在新闻符号文本中的叙述和解释是否真实 其中 ,包含对新闻消息来源是否准确 、照片

是否真实等问题进行检验 最后普通新闻受众又以自身特定的元语言 ,判定客体事实当事人

目击者的叙述和解释是否真实……,也即是说 ,只要多方符号解释主体之间不出现异议 ,新闻的

“符号之真 ”就可以得以建立 。当然 ,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 ,即其中的某一环节或几个环节之间

可能出现某种不一致 ,这种时候 ,只要客体事实的当事者 目击者以及新闻传播者 ,能有效地回

应新闻受众的质疑 ,新闻的 “符号之真 ”也能在这种积极的互动过程中得以建立 。

总而言之 ,实现新闻的 “符号之真”的核心在于 ,寻找一种能产生共鸣的新闻符码 ,使其既

不违背真实 ,又能指向价值 ,并产生这样一种传播效果 不管是通过直接的经验感知还是通过

间接的符号文本 ,对同一客体事实 ,不同的符号解释主体能获取感知、认识 、解释 ,甚至是审美

上的一致 ,实现符号表意的终极价值目标 “认识之真 ” 、 “审美之真 ”。

二 符号之真 新闻求真的符号学转型方向

与新闻的 “客体之真 ”不同 ,新闻的 “符号之真 ”是将新闻真实置于人化世界而非物理世界

来进行考量 。因此 ,在新闻求真过程中 ,它能克服新闻 “客体之真 ”的诸多困境 一方面 ,更合新

闻实践的现实规律性 另一方面 ,更合人自身价值目的性 此外 ,还符合当下技术语境 、全球语

境和本土语境的时代需求。

首先 ,新闻的 “符号之真 ” ,一定程度上既可以规避 “客体事实到底为何 ”、 “以谁所看到的

真相作为客体真相的评判标准 ”的科学难题 ,绕开作为认识主体的人认知能力有限性的陷阱

也可以消除无法排解的符号片面化问题 ,以及新闻传媒机构 、新闻从业人员和新闻受众中不可

避免的文化惯习和意识形态问题 ,及其所导致的不同主体不同语境对客体事实认知不同和解释

不同的问题烦忧 。因此 ,新闻的 “符号之真 ” ,在现实的新闻实践中,是具有可实现性的。

其次 ,新闻的 “符号之真” ,将新闻实践过程中不同符号主体对客体事实认识和解释上的

互动一致作为判定新闻真实的最终标准 ,而非将客体事实作为最终参照对象的做法 ,一定程度

上也使各种价值困境自动失效 。在新闻的生六 传播与收受实践中 ,任何一个符号主体都不可能

抛开道德伦理 、法律正义、文化习俗和意识形态等的价值体系来进行符号解释 ,换言之 ,任何一

个符号主体的解释都是在自己特定元语言 包括语境元语言和能力元语言 所解释的结果 。因

此 ,新闻 “符号之真”对多方符号主体解释意义的考察 ,不仅直面了价值对解释的影响 ,也更符

合于具体的新闻实践 。

再次 ,新闻的 “符号之真 ” ,认为新闻是多方符号解释主体互动建构的产物的理念 ,充分

肯定了新闻传受过程中每一符号解释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承认了新闻文本是历史性 、社会

性 、文化性的符号存在 ,其间蕴藏的各种意义偏向 、价值偏向 、文化偏向 、意识形态偏向 并鼓

励将新闻作为一个施展公共对话的平台 ,肯定新闻的对话职能 、发扬新闻的对话精神 ,提倡符

号主体间通过互动的对话 、交流和沟通 ,来达成一致的感知 、认识和审美 。因此可以说 ,新闻的

“符号之真 ” ,既能适应从 人皆可为记者 ”的新媒体传播格局 ,也能适应新闻传媒资源分布极

度不均衡 、西方话语权下的一元真实鱼需被打破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机制

巫需建成的全球化语境 ,同时 ,还能适应本土建设和谐稳定意义世界的社会需求。

综上 ,本文认为 ,相对新闻的 “客体之真 ”、 “本体之真 ”与 “实践之真 ”而言 ,新闻的 “符号



国际新闻界 本期话题 符号学研究

之真 ”、 “认识之真 ” 、 “审美之真 ” ,更贴近活生生的现实新闻实践 ,能杀出重围体现出更强的

操作性 、互动性 、可实现性与可验证性 ,因此 ,代表着新闻求真的符号学转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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