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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建构的
“

自 由行
”

：

新Ｍ ｉ？；语的宏观语义 、 符号方式与权力关系

陈薇

摘要

大众传媒的话语分析是在具体的 社会认知和文化语境下
，
对新闻生 产 、

组织和诠释

过程的整体考量 。 本研 究在话语分析的理论视 角 下
，

以香港报纸有关 内地居 民赴港
“

自

由行
”

的报道为研究 对 象
，
考 察媒体建 构议题的 宏观语义 、 新 闻格局 、 修辞 策略与权力

关 系 研究发现
，
报道通过核心框架与延伸框架的转化与 发展 ， 显性框 架 与 隐形框架的

话语置换 ， 来 实现话语 的争辩与平衡
，
丰 富文本的 内 涵与 象征 ； 通过标题的宏观规则 、

预设情节 的二元对立 与
“

符号精英
”

的 言语反应 ， 来 实现对宏观结 构分层语 义的分类与

编排 ； 通过客观性修辞实践和 隐喻的符号表征 ， 来实现对新闻 事 实 的探 索和权力 关 系的

选择性建构
，

从而 完成对这一 宏 大议题的筛 选 、 重组和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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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为 国 家社科基金青年项 目
“

香港媒体对
‘

自 由行
’

议题的话语构 建与 国 家认 同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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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ｃｔＮｕｍｂｅ ｒ ：１ ５ＣＸＷ ０２ ８） ．

＿

Ｎ 导言

（

一

） 问题的提出

从社会建构论和文化研究出发 ， 新闻并不只是简单地反映和传递社会事实 ， 而

是话语 、 框架和叙事的综合体 ，

一种受到新闻组织的常规 、 新闻工作者意识形态的

偏向以及权力结构影响的被建构的文化产品
（
李艳红 ，２００３

； 盖伊 ？ 塔奇曼 ，
２００ ８ ： １ ７８

－

１ ８４
）
。 这个过程是通过文本的符号方式和表意实践来完成 ， 即通过象征 、 比喻 、

概念化的符号工具以及句法 、 情节 、 主题和修辞的结构性表意形式来实现
（
Ｐ ａ ｎ＆

Ｋｏ ｓ ｉｃ ｋ ｉ
，
１ ９ ９３

）
。 在不断变化的真实环境中 ， 新闻媒介所建构的世界观或社会现实 ，

为受众认知世界提供了
一

种可能的解释。 因此 ，
通过分析新闻语篇的文本结构和叙

事策略 ， 可深入地探究新闻生产选择性地建构事实以及影响受众认知的过程 。

自 ２００３年７ 月 中央政府为 了刺激因金融风暴和非典而受重挫的香港经济 ， 出台

ＣＥＰＡ经贸协定
，

并开放内地居民赴港澳个人游的政策以来 ， 有关
“

自 由行
”

的讨论

在香港媒体中
一

直未曾被忽略 。 从最初媒体齐声称赞
“

自 由行
”

拉动经济 、 创造就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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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正面效应 ，
到政策实施十余年来因资源争夺 、 物价抬高 、 水客泛滥而激化的两

地矛盾 ， 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文化冲突 、 地区尊重乃至有关国家形象 、
国族认同的大

讨论 ，

“

自 由行
”

由最初的经济议题逐步发展成为融合经济 、 政治 、 社会和文化的

综合性议题 。 媒体报道有了不同的声音 ，
议题组合有了更多的变化 。 因此

， 本研究

从话语的宏观结构和组织系统出发 ， 通过对香港报纸有关赴港
“

自 由行
”

议题的报

道进行分析 ，
从而探讨新闻构建议题的表意实践和符号方式 。 具体而言 ， 本文的研

究问题有如下三个层次 ： １ ．香港的报媒如何建立
“

自 由行
”

主题结构的诠释规则 ？

２ ． 运用怎样的宏观策略来表达新闻格局的多层语义 ？３ ． 运用怎样的修辞策略来实现

文本意义的多重表达 ？ 这三个问题从宏观到微观 ， 分别考察新闻进行话语建构的不

同层次与面向 。

（
二 ） 话语分析理论与新闻话语

话语分析 （
ｄｉ ｓｃｏｕ ｒｓｅａｎａ ｌｙｓ ｉ

ｓ

）
作为

一

种综合性跨学科的学术概念 ， 将话语看作是社

会行为 ，
强调在具体语境的范围下思考话语的语法规则 、 构成机制以及与社会文化

的互动关系
（
丁和根 ，

２００４
）
。 现代话语分析理论源于结构语言学 ，

尤其是结构语法 、

生成语法和功能语法 ， 随后发展的结构诗学和现代修辞学理论促进了对叙事 、 争辩

和文体结构的话语研究。 随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符号学 、
心理学 、 社会学 、 人类

学等学科的蓬勃发展 ， 话语分析开始向多学科交叉领域拓展 。 新兴的社会语言学和

微观社会学引入行为与交往的概念 ， 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开始关注话语的政治 、 社

会功能和语境 ，
从而完成了从话语的微观结构分析到宏观结构语义和宏观言语行为

分析的转变
（
冯 ． 戴伊克 ， １ ９９３ ：

１

－

４
；
托伊恩

＊

Ａ
？ 梵

？ 迪克 ，２００３ ：２６
－

３２
）
。

新闻话语分析正是兴起于现代话语分析理论从狭溢的结构主义范式转向容纳

广 阔 的多元学科进程中 。 在这个时期 ， 批判学派与文化学派开始关注语言符号

自 身的结构性特点 ，
语言符号作为

一

种
“

被建构的结构
”

（
ｓ ｔｒｕｃ ｔｕ ｒｅ ｄｓｔ ｒｕ ｃ ｔ ｕｒ ｅ ｓ

）与

社会生活的 各个场域进行互动 ， 从而对现实世界产生真实的建构作用 （
ｓｔ ｒｕ ｃｍ ｒｍ

ｇ）

（
Ｂｏｕ ｒｄ

ｉ ｅｕ ，

１ ９９ １ ： １ ０

－

１ ２
）
。 随着这

一■理论范式的转变 ， 新闻研究也开始由长久以来的

“

客观一偏见
”

二兀范畴转 向社会建构论
（
ｔ ｈｅ ｏｒｙ

ｏ ｆｓｏ ｃ ｉ
ａ

ｌｃ ｏｎ ｓｔｒｕｃ ｔ ｉ
ｏｎ

）
。 依建构主

义理论学者看来 ， 新闻并非镜子式的再现或者简单的扭曲现实 ， 而是
一

种与社会

结构互动的意识形态力量 ，
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 因此

，
新闻话语 （

ｎ ｅｗｓｄｉ ｓｃｏ ｕｒｓ ｅ
）并

非简单的再现与维系共识 ， 而是生产和制造同意
（
Ｈ ａｌＵ ９８２ ： ５ ６

－

９０
）
。 荷兰著名学者

梵 ？ 迪克是当代西方话语分析学的代表人物之
一

２

， 他的话语分析理论为研究新闻话

＿
语提供了重要的范式 。 在他看来 ， 新闻话语分析不是纯语言学的分析方法 ， 而是通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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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新闻话语的宏观结构
（
ｍ ａｃｒｏ ｓ ｔｒｕ ｃ ｔｕｒｅ ｓ

）
和新闻整体组织

（ｇｌｏｂａ ｌｏ ｒ
ｇ
ａｎ

ｉ ｚａ ｔ ｉｏ ｎ
）
进行考

察 ，
从而理解话语的意义和建构事实的方式 （

冯 ？ 戴伊克
，

１ ９９３ ： ９４
）
。

梵 ？ 迪克的 话语分析体系包括文本的结构分析 、 话语生产分析和话语理解分

析 。 在文本结构分析体系 中 ， 他提出 语义宏观结构
（
ｓｅｍ ａｎｔｉ ｃｍａ ｃｒｏ ｓ ｔｒｕ ｃ ｔｕｒｅｓ

）
和新

闻格局
（
ｎｅｗｓ ｓｃｈ ｅｍａ ｔａ

）

—

系列概念 ，
语义的宏观结构是新 闻文本总体内容的表现 ，

新闻格局则是新闻文本的总体形式结构 ， 决定了话语的范畴 、 每一范畴对应于语篇

的 －

？

系列特定命题以及各个序列的总体安排 。 同时 ， 梵 ？ 迪克也认为话语和权力紧

密相连 ， 并通过阶级 、 群体和机构权力直接体现 。 因 此 ， 对新闻话语的研究就是

探讨权力在社会环境中 （ｃｏｎ ｔｅｘｔ
）如何通过

“

篇章和谈话得到施行 、 表达 、 描写 、 示

意 、 掩盖和认可
”

（
冯 ？ 戴伊克 ，

１ ９９３ ： １ ６６
）
。 梵 ？ 迪克有关新闻话语的…系列研究方

法可概括为
“

综合性话语分析
”

（
丁和根 ，

２００４
） ，
即既从语义符号学的角度来探究新

闻语篇的文本结构 、 语法规则 、 组织机制和修辞策略 ， 也从文化符号学和社会学的

角度来审视特定社会情境中的行为与交际 、 新闻生产的制约因素和新闻话语的意识

形态 （
托伊恩 ．

Ａ
？ 梵 ？ 迪克 ，

２００３ ： ２ ６
－

３２
；李幼蒸 ， １ ９９９ ： ５ ７２

－

５７ ８
）

，
这种话语分析理论

也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二、 研究设计

（

一

）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话语分析的
“

综合性分析
”

理论框架 ， 采用文本分析法对香港报纸

“

自 由行
”

议题的报道进行测量 、 描述和分析 ， 希望通过对新闻文本的全面解构来

了解新闻构建议题的符号方式 、 表意实践和权 力关系 。 根据研究问题的三个层次 ，

本研究从新闻话语的主题结构 、 分层语义和修辞策略三方面来展幵 。

１
． 主题结构 ， 即对新闻主题进行划分 、 组织和诠释的系统性架构 ， 考察主题

的结构特征和诠释规则 ，
属于宏观语义的范畴 。 结合

“

自 由行
”

这一宏观议题 自 身

的特点 ，
按照

一般性框架 （ｇｅｎ ｅｒ ｉｃｆｒａｍｅ
）（

Ｓｅｍ ｅｔｋｏ＆Ｖａ ｌｋ ｅｎｂｕ ｒｇ ，
２０ ００

）
范畴的经济效

果 、 冲突框架 、
道德框架 、 责任归因四个方面进行类 目构建 ， 从而 了解新闻主题的

设置 、 选择 、 组合与转换的方式与规则 。

２ ． 新闻格局 ，
即新闻话题的宏观结构和分层语义 。 梵 ？ 迪克将新闻格局的分层

语义系统分为标题 、 导语 、
主要事件 、 后果 、 背景 、 言语反应 、

预测和评价八个部

分
（
冯 ． 戴伊克 ，

１ ９９３ ：６８
－

８３
； 托伊恩 ？

Ａ ？ 梵 ？

迪克 ，

２ ００３
：
５０
－

６０
） 。 这里借鉴他的理

论 ，
从所选样本的标题 、 主要事件 、 行为主体与言语反应入手来分析和解构

“

自 由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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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

报道的新闻格局和分层语义 ， 进而理解话语的意义和语篇策略 。

３ ． 话语修辞 ： 即语篇的修辞手法和为增加新 闻报道的真实性 、 合理性 、 精确性

和可信度而使用的策略性手段 ，
从而了解报道的情感倾向 、 价值取向和修辞策略 ，

理解隐藏在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 。

（ 二 ） 样本来源和抽样

本研究以香港报纸对
“

自 由行
”

议题的报道作为研究对象 。 首先 ， 在研究样本

的选取上
， 不同的报刊会根据 自身的报道方针 、 报社风格 、 报社组织和意识形态来

组织报道和建构框架 。 根据新闻学者Ｍｄｎｔｙｒ ｅ
（
１ ９９ ５

）的研究 ， 香港报纸的政治取向

通常是读者为报纸在市场上定位的
一

个重要因素 。 按照这个标准划分 ， 香港市场存

在着大众报 、 精英报和亲建制报三大类报纸
（
Ｌ ｅ ｅ＆ Ｃｈ ｕ

， 
１ ９９８

）
。 其中 ， 精英报纸以

中 产阶级和专业人士为 目标读者 ，
处理新闻手法认真 ， 文字风格讲究 ，

包括 《 明

报 》 《 信报 》 《星岛 日报 》 《香港经济 日 报 》 及 《南华早报 》
（
Ｓ ｏｍｈ Ｃ ｈｍａ Ｍ ｏｒｒｎｎ

ｇ

Ｐｏｓｔ
）
等 ； 大众报纸以普通市民为 目标读者 ， 秉承鲜明的市场化新闻导向和传媒消费

主义 ， 以 《东方 日报 》 《苹果 日 报 》 《太阳报 》 为代表 。 基于此 ， 本研究选取香港

地区三家独立且发行量大的中文商业报纸 《 明报 》 《 星 岛 日报 》 和 《东方 日报 》 作

为样本来源 。 其次 ， 在时间范围的选取上 ， 这三家报纸在２０ １ ２年７月 １ 日 至２０ １ ３年６

月 ３０ 日 间有关大陆游客赴港
“

自 由行
”

的新闻报道均被列为来源参考。 这是
“

自 由

行
”

政策施行以来的第
一

个十年 ， 这
一

年随着开放非深户
“

－签多行
＂

、 限制
“

双

非
”

（夫妻双方均非香港居 民 ）
孕妇赴港产子 、 发展新界东北地区等政策的实施 ， 以

及
“

蝗虫
”

论 、 双普选 、 奶粉限购 、 国民教育等议题的争议 ，

“

自 由行
”

给香港社

会带来的影响更为深远 ， 媒体报道更为集中 ，
话语方式更为多元 ，

因此有助于获取

更为丰富的话语框架和叙事策略 。

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
一

个特定的议题 ， 因此 ，
选择 目 的性样本进行内容分析

是一个较为合理的研究方案 ， 以
“

自 由行
”

、

“

个人游
”

、

“

内地游客
”

作为关键

词
， 以新闻报道的则数作为分析单位 ， 以间隔抽样法对所选样本的新闻 、 评论 、 社

论 、 专题等标题和正文进行检索和筛选。 经由操作后 ， 实际取得三报在此期间有关
“

自 由行
”

的有效报道共３Ｗ则
， 其中 《 明报 》 Ｉ ２５则 ， 《 星岛 日报 》 １ ２６则 ， 《 东

方 日 报 》 １ １ ６则 。

三 、 新闻主题的诠释规则 ：

“

自 由行
”

报道的主题框架

。 。语篇的宏观结构是篇章或者对话整体内容的表现形式 ，
用来解释话题 （

ｔＯ
ｆ
Ｈ Ｃ

） 、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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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ｔｈｅｍｅ

）
或者概要

（ｇ
１ Ｓｔ

） （
冯 ？ 戴伊克 ，

１＂３
：
６８

）
。 新闻框架作为语篇宏观结构的代

表 ，
通过选择 、

强调
、 抑制或解释的过程 ， 为新闻事件建立

一

种情境和内容 ， 进而

形成
“

途释的图不
”

（
ｓｃｈ ｅｍａ ｔａｏｆｉｎｔｅ ｒ

ｐ
ｒｅｔａ ｔ ｉｏｎ） （

Ｇｏｆｆｍ ａｎ
，
ｌ ９７４ ： ２ ｌ

）
。 因此 ， 作为一项

有效的概念化工具 ， 框架可被用来了解新闻的主题和内容的深层含义以及选择性建

构事实的过程 。

（

一

） 核心框架与延伸框架的话语平衡

在新闻事件中 ， 有
一些框架担当着核心框架作用 （

ｃ〇 ｒｅｆｒａｍｅｓ
） ， 作为新闻故事的

切入点 ，
通过 由上而下地主导和组织新闻主题来监控信息的认知和理解过程。 但也

有
一些延伸框架

（
ｅｘ ｔｅｎｄｅ ｄｆｒ ａｍｅｓ

）作为核心的补充 ， 随着事件的发展而不断改变议题

的重点 ， 呈现出更为丰富和细节化的特征
（
Ｈ ｓｉａｎｇ

＆ＭｃＣｏｍｂ ｓ
，

２００４
）
。

表 １显示的是三家报纸对
“

自 由行
”

报道 的主题框架 。 研究发现 ， 在
“

自 由

行
”

报道所涉及的四类主题中 ， 经济效果和责任归因作为报道的核心框架 ， 率先将

这两类议题建立成新闻故事的切入点 ， 使用将近七成 ；
而冲突框架和道德框架作为

议题的延伸 ， 赋予故事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和更广阔的话语空间 。 卡方统计显示 ， 主

题框架和报别呈显著性关联 ， 《 明报 》 较其他两报呈现出责任 、
经济与冲突框架并

行的主导设置 ， 《星岛 日报 》 使用更多的经济效果和道德框架 ， 《 东方 日报 》 则重

点采用责任归因 ， 较少选择冲突框架 。 这种差异与各报的市场定位与政治立场不无

关联 ： 《 明报 》 作为一份拥有独立报格的精英大报 ， 享有较高的清誉与公信力 ， 讲

求新闻的公正与客观 ，
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 ； 《星岛 日 报 》 由于其现任掌门人有着

深厚的中方背景 ， 处理中国新闻较为谨慎 ， 避免过激的言论和对中央政府的批评 ，

尤其体现在对冲突事件的报道较为委婉与平和 ； 《 东方 日 报 》 作为香港地区发行量

最大的通俗类报纸 ， 更为关注本土利益 ， 将报刊作为
“

民粹
”

的阵地问责政府 ， 以

迎合本地市场及读者的需求 。 这种差异既体现在对于宏观框架的取舍 、 组合与转化

上 ， 也体现在更为微观的句子生产和修辞表达上 。

表 １ 三报
“

自 由行
”

报道主题框架的交叉统计

＾

＾
＾

丨｜

《明报 ＞ ｜

《 星岛 Ｂ报 ＞

｜

《 东方 Ｂ报 ＞

 丨

合计

Ｃｏ ｕｎ
ｔ
３５４８３０ １ １ ３

经济效果％ｗｉ ｔ
ｈ ｉｎ三家报纸 ３ １％４２ ． ５％２６ ．５％１ ００％

％ｗｉ ｔ
ｈ

ｉｎ主题框架２８％３８ ．

１％２５ ．９％３０ ．８％

Ｃｏ ｕｎ ｔ３４１８ １７６９

冲突框架％ｗｉ ｔｈ ｉｎ三家报纸４９ ．３％２６ ． １％２４ ．６％１ ００％

％ｗｉ ｔｈ ｉｎ主题框架２７ ． ２％１ ４ ． ３％ １ ４ ． ６％１８ ．８％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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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ｏｕｎ ｔ １ ３１８ １６４７

道德框架％ｗ ｉｔｈｉｎ三家报纸２７ ．７％３８ ．３％３４％ １００％

％ｗｉ
ｔ
ｈ ｉｎ主题框架 １０．４％１４ ． ３％１ ３ ．８％１ ２ ． ８％

Ｃｏｕ ｎ
ｔ
４３４２５３１３８

责任归因％ｗｉ
ｔ
ｈｉｎ三家报纸３ １ ．２％３０ ．４％３８ ． ４％１ ００％

％ｗｉ
ｔｈｉｎ主题框架３４ ． ４％３３ ． ３％４５ ．７％３７． ６％

Ｃｏｕ ｎｔ １２５ １ ２ ６ １ １ ６３６７

合计％ｗｉｔｈｉｎＨ家报纸３４ ． １ ％３４ ．３％３ １ ．６％１ ００％

％ｗｉｔｈｉｎ主题框架 １００％１ ０ ０％１００％１ ００％

Ｘ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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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
０ ． ０２６ 

＜
０．０５

１００

賓

８０

＿门

齦
铒 ６０

崧
厂 ｜

４０ｊ
—

１ ｒ

—

２〇

｜
—

计 门

一

〇
Ｊ

—



．

Ｌ Ｉ 


 Ｑ
．

—ＬＬ ＿口＿

＾赖子类 Ｂ

图 １
“

自 由行
”

报道框架子类目分布图

为了深入了解每类主题框架下具体议题的分布 ， 这里按照报道内容的特性在每

个主题框架类 目下分设若干子类目进行考察 （
见图 １

）
。 具体来看 ， 有多达三成的报道

采纳经济框架 ， 强调
“

自 由行
”

对香港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和后果 Ｄ
“

自 由行
”

政策

实施之初为香港经济带来了 巨大收益 ， 香港民众用
“

惠港政策
”

、

“

灵丹妙药
”

、

“

送大礼
”

来形容其对于经济和就业的提振效果 。 但政策实施十余年来 ， 由旅游和

零售所带来的边际效应递减 ， 而投资和经营成本被推高 ，

一边是大型商场
“

名店压

境
”

、 连锁金店药房急速扩张 ，

一边却是小本经营的本土老店因为租金攀升 、 物价

上涨而悄然搬离或结束营业。 因此 ， 在反思经济效果的主导框架下 ， 有近九成的报

道集中在经济的负面效应 ， 并 由大量的评论带来经济主题少有的情感卷入。 责任归

因作为 自 由行报道的第二类核心框架 ，
用来明确事件的责任方 、 探寻根源或提出解

决方案 。 香港媒体历来承担着监督政府的
“

第四权
”

， 并在体制上扮演着
“

代议功

能
”

（
ｓｕｒｒｏ

ｇ
ａ ｔｅｄｅｍｏｃｒ ａ ｃｙ

ｆｕｎｃ ｔ
ｉ
ｏｎ

）（
Ｃｈａｎ＆Ｓｏ

，
２００３ ：２４９

－

２７６
）

， 希望通过传媒的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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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府行为进行有效地干预。 因此
， 在责任归因的子类 目下 ， ５３％的报道集中敦促

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对市场失衡进行调节 ，

“

检讨
”

、

“

平衡
”

、

“

调整
”

成为 问责

政府最常用的词语 ，
２４％的报道提 出问题的解决方案 ， 如控制旅客流量 、 改善过境

设施 、 增加旅游配套并出台政策打击黑工 、 水客 、 炒楼等行为 。 尤其在重大事件发

生后 ， 通过直接或 间接引述政府官员和权威人士的官方话语作为评论 ， 来表达具有

倾向性的新闻立场和主观评价 。

除了这两类主导框架以外 ， 还有三成的新闻主题作为延伸框架 ， 集中报道 自 由

行议题与反议题的冲突和道德判断 ， 赋予报道更多样化的情节设置 。 其中 ， 冲突框

架用来呈现较为两极化和戏剧性的主题 ， 如发展相对于危机 ，
和谐相对于矛盾 ，

民

主相对于专权等 。 当资本的浮躁轻而易举地凌驾于不那么具有生产力的市民空间 ，

再加上两地文化 、 价值观念以及生活 习惯的差异 ， 导致社会负面情绪聚集 ，

“

自 由

行
”

与
“

内地游客
”

则成了矛盾的宣泄 口 。 在道德框架的子类 目下 ， 有超过七成的

报道聚焦于内地游客的种种不文明行为 ， 如公共场所大声喧哗 、
颐指气使 、 随处饮

食 、 插队
“

打尖
”

等 ， 并表达了对于道德恶化的担忧 。 与前两类较为严肃和理性的

核心框架相比 ， 延伸框架呈现出更丰富的细节 、 更强烈的情感和更多样的语言风

格 ，
通过截取主要事件的某个剖面或选取相关事件对主要议题进行扩展 ， 从而使政

治话语和社会话语 ， 精英话语和草根话语 ， 严肃话语与诙谐话语在框架的转换中达

到平衡 。

（ 二 ） 显性框架与隐形框架的话语置换

从社会建构主义出发 ， 框架实质上也是
一个社会心理学的概念 ， 用来考察认

知 内部呈现的结构性和受众理解新闻内 容的方式 。 潘忠党
（
２０ ０６

）
认为 ，

人们可能

采取不同的框架或视角去组织事实 ， 但
“

在任何
一

种行动的具体情境下 ， 总有某

一个框架将符合它的现象凸显在行动者的视野内 ， 并限制可选择的行动类型
”

，

即通过对
“

前台
”

信息的阅读和处理 ， 来获取知识 、 形成态度并做 出决策
（
Ｐａ ｎ＆

Ｋｏｓ ｉｃ ｋｉ ，
１ ９９３

）
。 因此 ， 在框架建构的过程中 ， 有可能同时 出现位于前台的

“

显性框

架
”

和潜藏在后台的
“

隐性框架
”

。 这种
“

显
”

和
“

隐
”

的呈现并不是生硬且泾渭

分明的 ，
常常通过话语的隐喻和置换来实现彼此之间的转化与表达。

如 《 明报 》 在
一

篇题为
“

西贡露营客
”

的评论中讲述 了 西贡沙滩的见 闻
（
明

报 ，２０ １ ２年 １ ０月 ９ 日
）
。 作者不吝笔墨地细致描绘 了沙滩风景美丽 ， 游人如织 ， 惊叹于

沙滩的干净整洁和游人的环保意识 。 但笔锋
一

转回忆了在此之前所见以内地游客居

多的贝澳营地的
“

惨不忍睹
”

， 并且使用 了让人玩味的隐喻修辞 ： 贝澳
“

沦陷
”

、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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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堂与地狱 ， 反差太大
”

。 表面上看 ， 这仅仅只是一篇游记 ， 但在行文收尾处浅

浅带过
“

普通话
”

，
让本地读者读来心领神会 。 文章只字不谈道德标准 ， 却巧妙地

通过再现读者在记忆中积累的有关内地游客不文明行为的报道 ， 从而激活了
“

记忆

情境模型
”

（
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ｓｉ

ｔｕａ ｔ
ｉ
ｏｎ

） （
冯 ？ 戴伊克 ，

１ ９９３ ：
１ ０８

－

１ １ ０
）
。 模型提供具体细节 ，

与包含意识形态和新闻价值观的社会共识信息共同形成有关事件的新模型 ， 构建 了

“

干净
一

脏乱
”

、

“

香港人
一

内地游客
”

两组截然不同的形象 ， 潜在地将批评
“

自

由行
”

游客不文明行为的
“

道德框架
”

隐藏在文本之中 ， 进而强化 了对内地游客的

刻板 印象 。 在文章结尾 ， 作者更是用 了
“

蚁多搂死象
”

的隐喻来表达对
“

客满为

患
”

的不满 ， 也巧妙地再次进行道德审判 ， 使位于暗处的隐性框架走上
“

前台
”

。

这种隐喻的表达在自 由行报道中多次出现 ， 看似插科打诨 、 不露锋芒 ， 却比直接地

抱怨与指责来得更为犀利 与不留情面 。

此外
， 也存在

一

种显性框架同时表达两种或以上隐性框架的情形。 如 《东方 日

报 》 在
一

系列整治
“

水客
”

（走私者 ）
的社评中 ， 主体上采用了道德框架 ，

批评走私

活动带来的罪案增加 、 道德恶化。 但另
一

方面 ， 在隐喻与细节中暗含了
“

责任归因

框架
”

。 香港作为 自 由港 ， 并无立法取缔走私水货的贸易行为 ， 之所以港人对于水

客深恶痛绝乃至发起了
“

光复上水站
”

的抗议活动 ， 实则因为他们严重影响 了 居民

生活和社会秩序 ， 但特区政府的应对措施却
“

乏善可陈
”

，
因此对于

“

水客
”

的道

德批判实则是对政府行为的问责 。 更深
一层

， 报道也表达 了对水货大行其道原因的

质疑 。

“

内地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 ，

‘

中国制造
’

令人信心尽失
”

， 最后归结为

是
“

贪官和奸商才是令国人变成蝗虫 ， 令香港永无宁 日
”

（
东方 日报 ，

２０ １ ２年９月 １ ９日 ；

２０ １ ３年２月 ３ 日
） ， 将对水货乱象的批评话语置换为对食品安全的质疑 ， 将对

“

水客
”

的道德审判置换为对官员贪污腐败的批判 。 通过这种多重隐性框架的话语置换 ， 在

社会新闻的评论中巧妙地隐喻政治的象征意义 ， 从而完成新闻话语的价值添加 。

四 、 宏观结构的分层语义 ：

“

自 由行
”

报道的新闻格局

新闻话语的宏观结构不仅有着 自 己的 组织原则 ， 还需要通过
“

某种整体的句

法来限定主题在文本 中插入或排列的可能形式
”

，
从而对话语的范畴进行分类

（
ｃ ａｔ ｅｇｏ ｒｉｚ ｅ

）和顺序编排 （
ｏ ｒｄｅ ｒ

）
， 这种界定话语形式的文本结构即为新闻格局

（
ｎ ｅｗ ｓ

ｓｃｈ ｅｍ ａ ｔａ
）
。 这里借助梵 ？ 迪克的理论 ，

从标题 、
主要事件 、 行为主体和言语反应几

方面来分析
“

自 由行
”

报道格局的分层语义系统 。

３２（

一

） 标题的宏观规则与斜曲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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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 ？ 迪克 认为 ， 标题是新闻文本的纲要性概述 ，
记者将最重要和关键信息

在标题 中 予以 呈现并赋予语 篇特 定的话题 。 这个过程遵循着语篇 的宏观规则

（
ｍａｃ ｒｏｎｄ ｅ ｓ

）
， 即对语篇进行概括和归纳 、 删除来 自事件不同方面不重要的细节并

重新构建
一

个行动序列 。 具体表现在 ：
１ ．使用主观性的字眼 ， 如

“

北区议员批 自 由

行滋扰
”

、

“

消费与掠夺
”

、

“

内地客药房血拼变血战
”

（明报 ，

２０
１
２年８ 月 ２７日 ， ８月

３０ 日
； 东方 日 报 ， ２０ １ ３年６ 月 ２６ 日

）
，
通过这种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动名词和形容词 ，

表达具有倾向性的价值判断 。 ２ ．使用人物的 名字或者代号 ， 如
“

田少玩
‘

劈腿
’

，

九九见真章
”

、

“

中港矛盾发酵 ， 罪在贪曾
”

（
星岛 日报

，

２ ０ １ ２年８ 月 ３ （ ） 日
；
东方 日

报 ， ２０ １ ２年７月 ２ １ 日
） ，
通过表明权威身份 ， 在较有争议的事件中暗示态度或责任归

因 。 ３ ．直接表达观点或立场 ， 如
“

开门迎客是香港生存之道
”

、

“

两地矛盾勿激

化 ， 守望相助解困难
”

（
星岛 日 报 ，

２０ １ ２年７月 ７ 日
；
２０ １ ３年３ 月 ２０ 日

）
。 这些标题通过语

篇的宏观策略 ， 既概括和暗示了新闻主题 ， 又向读者传递 了隐藏在文本的总体倾向

和新闻立场 ，
从而具有重要的语篇机制 。

另
一

方面 ， 当这种抽象概括无法全面地总结整体语义时 ， 就会产生因
“

斜曲标

题
”

导致的新闻偏向 。

“

斜曲标题
”

是指只构成语篇小部分信息的话题升级成为主

要话题 （冯 ？ 戴伊克 ，
１ ９９３ ： １ ０５

－

１ ０８
）
。 如 《东方 日 报 》

一

篇题为
“

双非孕妇冲急诊室

回升
”

的简讯中 ， 主体内容是介绍入境处采取行动打击
“

水客
”

， 并且通过数据表

明水客活动并未因为
“
一

签多行
”

而恶化 （东方 日报 ，２０ １ ３年３月 １ ８ 日 ）
。 但斜曲标题刻

意突出 内地孕妇被拒入境的人数和频次 ， 并使用
“

冲
”

这一具有戏剧性并引人联想

的动词 ， 激活 了历史上有关
“

闯关
”

事件的记忆情境模型和因为
“

双非
”

孕妇赴港

产子导致本地孕妇
“
一

床 （ 位 ） 难求
”

的负面情绪 。 这种斜曲标题虽然以真实性为

基础 ， 但通过有意识地删除 、 强调和再现
“

情景记忆
”

而重构了新闻故事 ， 使得读

者在理解新闻时出现偏差 。

（二 ） 预设情节的二元对立与行动主体

福柯
（
１ ９９８ ：９８

）
认为 ，

陈述是话语的基本单位 ， 遵循话语形成的规则 。 话语分析

所关注的是
“

陈述如何出现 ， 为什么在这个位置的不是其他陈述
”

。 因此 ，
话语

一

旦产生 ， 就受到权力关系的控制 、 筛选 、 组织和再分配 ， 话语本身也转化为一种权

力 。 冲突性话语是权力控制的
一

种表现 。 以
“

光复上水站
”

事件为例 ，
这是

一场由

香港地区 部分网民发起 ， 号召 香港民众到港铁上水站抗议水客的活动 。 港媒的报道

围绕着
“

港人利益
”

、

“

水客行为
”

、

“

港人反抗
”

和
“

责任归因
”

四个关键词展

开
， 将行动群体分为 内地水客 、 香港民众 、 香港警方和特区政府四类 。 这些群体作

ｏ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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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行动主体 ， 在文本中通过特定的
“

语言标示符
”

来表达身份和形象 ， 并通过大量

的修饰语
一

名称 、 动词和形容词的选择来构建鲜明的二元对立。

表 ２
“

光复上水站
”

报道的行动分析

行动构成


行动者身份


语言标示符 （
ｎ 身 ３

）


行动主体示威组织者和参与者
推撞 、 狙击 、 怒斥 、 围堵 、 賺 、 打击 、 忍

＾对象客 （ 走私者 ）横冲直撞 、 滋扰 、 贪婪 、 猖獗 、 泛滥 、 落荒而逃

＾协调者香港瞥察戒备 、 疏导 、 维持 （
秩序 ） 、 加强 （ 执法 ）

＾任归因者｜

特区政府｜

忽视 、 推卸 （ 责任 ） 、 束手无策 、 难辞其咎

在这场抗议活动 中 ， 行动的主体——参与示威者被描述为
一

群为表达不满而
“

狙击水客
”

的行动者 ， 所代表的香港普通民众被构建为受到滋扰的
“

受害者
”

形

象 ， 因物价推高 、 资源紧张而
“

忍无可忍
”

， 所以为了桿卫权益而
“

被迫激进
”

。

抗议的主要对象是往返于口岸的
“

水客
”

， 他们被描述为
“

横冲直撞
”

、

“

贪婪猖

獗
”

的
“

水货兵团
”

， 在抗议活动中
“

落荒而逃
”

。 行动的协调者
——

香港警方在

这次行动中
“

维持秩序 、 疏导市 民
”

， 并
“

尊重以和平理性方式去表达意见的 自

由
”

。 而行动的责任归 因者
——特区政府被塑造成

“

束手无策
”

、

“

紧急扑火
”

所

以
“

失职
”

的责任主体 ， 需要采取长期措施来妥善解决
“

水货乱象
”

。 通过这种话

语表述 ， 在新闻语篇 中建构起
“

内地水客
”

与
“

香港居民
”

，

“

大地产商
”

与
“

平

民
”

， 以及
“

中央利益
”

与
“

香港利益
”

的二元对立 ， 通过进程描写 、 细节刻画和

直接引用 ，
强化了冲突双方的对立与紧张 。

但同时 ， 所选的报纸在报道手法上也注重讲究措辞的准确与观点的平衡 ，

一

方

面突出声讨
“

水？ 的走私行为 ，

一方面也强调对政府施政行为的理性问责 。 尤其

在
“

光复
”

活动后期 ， 当个别偏激的示威者将行动的矛头由
“

水客
”

转向了对所有

内地人的攻击 ， 试图将示威行为发酵为充满歧视的扰民行为 ， 所选的三家报纸通过

评论表达了 自 己的观点 ，

“

这其实是反对派妖魔化个人游 、 摧毁香港 自 由港核心价

值的突出表现
”

（
星岛 日报 ，

２０ １ ２年 １ ０月 １ ６ 日
）

，

“

过于激烈的抗议行为 ， 只会引发冲

突 ， 激化矛盾 ， 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 也不符合香港整体利益
”

（东方 日 报 ，
２０ １ ２年９

月 １ ９日
） ， 小心地避免将事件上升到两地对立的高度和对两地融合趋势的质疑 。

（ 三 ） 言语反应与
“

符号精英
”

言语反应
（
ｖｅｒｂａ ｌ ｒｅａｃｔ ｉｏｎ

）是梵
？ 迪克对事件后果格局的叙述中

一

个重要的常规

＃
策略 ， 即在重大事件报道之后 ， 通过直接或间接引 用权威人士的官方话语或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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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 来表达记者的主观意图并扩展报道的多元立场 。 如在
“

光复上水站
”

抗议活

动后 ， 引 用特区政府官员 的话语安抚民众 ：

“

特首梁振英昨 日 出席行政会议前表

示 ，

‘

中 间的每
一个环节和每

一个细节
，
政府会严厉采取有关执法行动

’”

（
星岛

日报 ，
２０ １ ２年９月 １ ９ 日 ） 。 在谈到面对游客的大批涌入如何发展香港旅游业时 ， 引用新

上任的旅游发展局主席林建岳的发言作为评论 ，

“

本港已刻不容缓要做好 自 身承

载力
，

‘

平衡
’

发展是旅游业 的重中之重 ， 既要顾住香港人的优质城市生活不受

影响 ， 还要开拓新兴市场
”

（
星岛 日报 ，

２０ １ ３年４ 月 ７日
）
。 这些拥有话语权的

“

符号精

英
”

（
ｓｙｍ

ｂｏ ｌ
ｉｃｅ ｌ

ｉ
ｔ ｅ ｓ）是大众知识 、 信念 、 态度 、 伦理 、 行为规范和意识形态的生产

者 ， 依靠符号资本来操纵信息的数量和类型 ， 影响话题 的相关性和舆论的普遍性

（
冯 ？ 戴伊克 ，

１ ９９３ ： １ ７ １
－

１ ７６
）
。 同时

， 社会等级在新 闻可信度和可靠性的修辞中也被

体现 。

但事实上 ， 在新闻生产的实践中对于这种
“

符号精英
”

的选取是主观的过程 ，

并在新闻中通过表明事件参与人的名字和身份 、 直接或间接地引 用他们的话语进行

喑示 。 符号精英们受到 自身所在利益群体和其他相关群体的制约 ， 无法完全 自 由地

表达立场 。 因此 ， 其言论作为维护本群体或阶级整体利益的权力工具 ， 通过各种职

业规范和价值观在意识形态上予以掩盖并渗透 ， 从而在行为交往中 产生偏见 。 例

如 ， 在评价
“

双非
”

孕妇赴港产子和奶粉
“

限购
”

等冲突性事件的报道中 ， 表面上

采用 了平衡修辞 ， 通过引 用政府官员 、 专家学者 、 民间团体和普通民众的言语反应

来表达多 元的观点 ， 但事件主要涉及对象的内地游 客 、 内地团体和中央政府的话

语 ， 却很少或没有被纳入话语场域 。 因此 ， 新闻机构通过新闻来源的偏向和特定主

体的建构 ， 将新闻立场隐匿在多元化的言语反应背后 ，
巧妙地表达并强化了 自 身倾

向
，
从而巩固现 有的权力结构 。

五 、 媒介话语的权力再现 ：

“

自 由行
”

报道的语篇修辞

作为一种说服的艺术和象征环境的建构 ， 修辞行为
“

是
一种权利宣示与权力沟

通
， 是识别对方话语力量从而改变权力关 系的策略

”

（
胡春阳

，

２００ ５ ： ４６
）
。 这种策略

既与话语 主体和受众的个性心理特征相关 ， 也和传媒组织的社会意识形态相关 。

梵 ？

迪克认为 ， 新闻修辞通过运用如层级组织 、 新闻格局 、 分类 、 排序及相应的布

局安排等提升新闻特征的各种相关性和显著性的方式来实现内容的强调和侧重 ， 包

括为增加报道的真实性 、 合理性 、 精确性和可信度而使用的策略性手段 ，
从而让受

众注意 、 理解 、
记忆直至实现劝服 。
＿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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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实现劝服的客观修辞

新闻 客观性的实践 由事实修辞 （
ｔｈ ｅｒｈｅ ｔｏｒ ｉｃｏｆｆａ ｃｔ ｉ ｃｉ ｔ

ｙ ）
、 中立修辞

（
ｔｈ ｅｒｈ ｅ ｔｏ ｒｉ ｃ

ｏ ｆｎ ｅ ｕ ｔｒ ａ ｌ ｉ ｔ
ｙ ）
和平衡修辞

（

ｔ ｈｅ ｒｈ ｅ ｔｏ ｒ ｉｃｏｆｂ ａ
ｌ
ａ ｎ ｃ ｅ

）
这二种修辞方式构成

（
Ｒｏ ｅ ｈ＆

Ｃ ｏｈ ｅｎ ，

１ ９９２

）
。 为了强调新闻事件的真实性 ， 利 用现场 目击者的直接叙述和 目击报道

来描写事件的进程 、 引用表示人物 、 事件 、 时间等精确的数据 。 如 《 明报 》 在描写

水客
“

走货
”

行为的报道中 ， 采用 目击者的直接叙述和细节性的描写来刻画水客的

狼狈与贪婪 ：

“

从九龙塘到罗湖 ， 短短的一列东铁线 ， 纸皮箱与手拉车由沿线
一个

个车站挤到车厢 ， 轮廓口音各异的背包客 ， 紧拉着重中之重的奶粉或是稳中求要的

尿片……各种花式的手拉车 、 行李箱 、 背包 、 纸皮箱 ， 各据一方 。

”

（明报 ，

２０ １ ３年 ２

月 ３ 日
）
同时 ， 弓 丨 用大量的精确数据和 目击报道全程记录

“

水客
”

的一天
：

“

有水货

客透露 ， 自 由行水货客每次走货可赚２００至６００元
， 价钱按货种而定 ， 若

一

周五天 、

每 日走４次货 ， 每 月可赚 １ ． ６万至４ ． ８万元…… 。

”

（
明报 ，

２０ １ ２年８ 月 ３０ 日
）
通过这种客观

修辞的运用 ， 将贩货行为描述得惟妙惟 肖 ， 贪婪之相跃然纸上 ， 读者赏来也津津有

味 。 在这两个例子里 ， 细节的描写和数据的引 用不是为 了突出精确 ， 而是通过它所

表现出的新闻真实 ， 同时满足有效信息加工过程中的基本认知和情感条件。

除了通过细节和引用来确保报道的真实性 ， 客观修辞还体现在强调事情发生的

具体时空 ， 建立起新闻事实之间的联系 。 例如 ， 为当前事件创设受众熟知的语境 、

描述后果和预测影响 、
尽可能使用常识性的概念和

一

般程式等 。 如 《星岛 日报 》 在

评论新界东北发展规划时 ，
将这

一政策性提案进行了历史化的处理 ，
将规划纳入 自

２００３年 自 由行推行以后香港经济逐步复苏 、
民生逐步改善的大背景下 ， 抨击了别有

用心的反对派
“

去中国化
”

的言论 ， 肯定了在全球经济
一

体化背景下加强陆港融合

的必要性 。 这种客观修辞的策略性手段运用 ， 能够帮助读者结合 自身的认知和
“

记

忆情境模型
”

，
诠释更为多元的文本意涵 ，

从而通过对话式的文本 ，
不断寻求和接

近事实的真相 。

（二 ） 运用隐喻修辞来表达文本的主观意涵

隐喻作为人们对外部事物进行常识性认知的抽象 ，
不仅是

一

种话语修辞 ， 也是

一

种稳定的思维方式 ， 通过在常识性领域组织认知来重构人们的直接经验 ， 并构建

以话语为 中介的社会交往和社会认同
（
甘莅豪 ， ２０ １ １

； 潘忠党 ， ２００６
）
。 由于隐喻的抽象

性和强大的说服力 ，
常常在表意丰富却模糊的政治话语中被使用 ， 并通过政治修辞

来简化信息 、 解释概念 、 传达观点
（
Ｅ ｄｅｌｍａｎ

， 
１ ９７ １ ： ６５

）
。

一

个完整的隐喻修辞包含源

域 （
ｓｏ ｕｒｃ ｅｄ ｏｍａ ｉｎ

）与 目标域 （
ｔａ ｒｇｅ

ｔｄｏｍａ ｉｎ
）

， 每一个隐喻都是源域指向 目标域映射与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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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结果 （
Ｌ ａｋｏｆｆ， １ ９９３ ：２０２

－

２５ １
） ，
通过源域的字面解释与 目标域隐喻解释之间的张

力来建构意义 。 如在 《 星岛 日报 》
一篇叙述社会各界对放宽深户

“
一签多行

”

政策

反应的报道中 ， 特写新界北区居民在抗议游行现场打破
“

沙煲
”

的场景 ， 其中源域
“

沙煲
”

就是其狭小而沸腾的特征向 目标域
“

港人压力
”

映射的结果 ， 其所指的意

涵为本港居民的压力
“

爆烫
”

、

“

迫爆
”

，
从而强化 了矛盾双方的冲突与紧张 。

从修辞的 角度来看 ， 隐喻的使用是
一

种言语行为 ， 它不是语义系统的正常产

物而是使用者的主观选择 ，
因此会产生话语偏见 。 同时 ， 隐喻也和意识形态密切

相关 ， 在语篇修辞对行为常识化 （
ｒｗｔｕｒａｌｋｅ

）
的过程中 ， 通过有意识地遮蔽 、 强调和

重新组合进行传递 ，
巧妙地将意识形态植入话语并表达权力关系

（
Ｋ 〇 ｌ ｌｅ ｒ

，
２０ ０４ ： １ ５

－

２６ ） 。 甘莅豪 （
２０ １ １

）指出 ， 隐喻作为修辞工具 ， 承担着
“

描述性隐喻
”

的客观描述功

能和
“

评价性隐喻
”

的解释功能 ， 背后体现出意识形态和传播者的
“

修辞意图
”

。

例如 ， 在描述 自 由行的经济效果时 ， 采用
“

潘多拉盒子
”

、

“

双刃剑
”

、

“

Ｈ ａｐｐｙ

Ｐ ｒｏ ｂ ｌ ｅｍ

”

等源域能指 ， 表达了立场各异的 目标域倾向 。 再如 ， 对 内地游客 的刻

画就使用了
一

系列的描述性隐喻 ：

“

蝗虫
”３

、

“

强国人
”

、

“

自 由人
”

。 用源域
“

蝗虫
”

的浩浩荡荡 、 贪婪蚕食农作物的特征映射
“

双非儿童
”

这一 目标域 ， 如此

明显的负面意涵表达了极度厌恶与轻视的情绪 。 与之相似的描述性隐喻还体现在对

内地游客 的刻画上 ：

“
一

家大细 ， 以强国之名 ， 如入无人之境 ， 气场极劲 ， 最好躲

避
”

， 用
“

强国人
”

、

“

自 由人
”

的源域来指向荷包坚实的内地游客 ，
更因此映射

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群体 ， 表达更加隐晦但言辞更为犀利 ， 调侃背后的身份疏离不言

自 明 。 这
一

系列 围绕着内地游客所形成的
“

修辞意图
”

彼此联系 ， 互为补充 ， 互相

映射 ， 并非是对事件公正和客观的再现 ， 全然忽视 了 自 由行为香港所带来提振经

济 、 扩大就业的正面效应 ， 而是借助隐喻表达了媒体偏见的论调 。

六 、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香港报纸有关内地居民赴港
“

自 由行
”

议题的报道进行话语分

析 ， 从新闻话语的叙事结构 、 宏观语义和修辞策略等角度 ， 来深入了解新闻构建议

题的话语策略 。 遵循着对话语宏观结构进行解构的思路 ， 研究发现 ， 报道通过釆纳

经济效果 、 责任归因的核心框架以及冲突设置 、 道德判断的延伸框架 ， 来实现
“

自

由行
”

多重话语的争辩与平衡 ； 通过显性框架与隐性框架的话语置换 ， 使得在
“

后

台
”

的隐性叙事走入
“

前台
”

。 同时 ， 报道通过标题的宏观规则来暗示主题并表达

立场 ； 通过设置冲突性的行为主体 、 使用大量的
“

语言标示符
”

以及采用
“

符号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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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

的官方话语 ， 在组织行动 、 主要事件和情境的具体语义中实现话语的劝服并完

成新闻话语的价值添加 ；
通过采纳客观性修辞和符号隐喻来完成对事实的探索并诠

释丰富的文本意涵 。

在这种宏观结构的背后 ， 是权力关系这只看不见的主线在拉扯 ，
围绕着新闻构

建议题的文本框架 、 符号方式和表意实践的
“

话语包
”

（
ｄ ｉｓ ｃｕｒ ｓ ｉｖｅｐ ａ ｃ

ｋａ ｇｅ）
， 不同权

力关系在话语的领域进行争辩 、 交锋 、 宣传 、 说服或结盟 （
Ｇ ａｍ ｓ ｏｎ，


１ ９８ ８

）
。 香港的权

力 中心几经更迭 ， 而处于社会大系统中的香港传媒 ， 在政治 、 经济 、 市场与文化力

量的多重博弈中 ， 运用多种新闻范式和话语策略来应对
“

权力场
”

的转换并与社会

系统内的权力中心进行互动
（
陈薇 ，

２０ １ ４
）
。 作为一个全面渗透香港社会的政策 ，

“

自

由行
”

在其推行的十年间 ，

一

方面以每年两千亿港元的直接利益支撑起香港旅游 、

酒店 、 零售 、 餐饮 、 运输等行业及创造就业 ，

一

方面也因为大量旅客的涌入和资源

的争夺带来了负面影响 。 这十年 ， 香港经历了 中国内地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本港转口

贸 易中心的优势尽退 ， 香港人也从大陆
“

表哥
”

客如云来 、

一掷千金的喧嚣中细品

着心理落差的五味杂陈 ，

“

自 由行
”

既是这十年变迁的
一

个缩影 ， 也是社会矛盾转

移和迁怒的对象 。 对于市场化导向的香港传媒而言 ， 读者的需求和本地市场的反应

是报社进行商业考量的根本 ， 而传媒组织
“

非组织集中化
”

（
Ｆｉｍｇ ，

２００７
）
的政治背景

和由此而生的利益牵扯 ， 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传媒组织和新闻生产的面貌 。 换句

话说 ， 权力控制着话语的物质生产 、 表述和传达 ， 而权力机构和权力群体的话语是

影响社会共同认知的实践活动 。 在这个过程中 ， 各种利益群体通过各 自 的话语策略

和文本生产 ， 联合起来影响着信息的传播 ， 传递主导 目标和价值观 ， 从而完成对
“

自 由行
”

这一宏大议题的筛选、 概括 、 重组和再现 。

（ 点仟编辑 ： 潘收楠
）

？ １

－

：释 ［
Ｎｏｔｅｓ ］

１ ．ＣＥＰＡ中 文全 名 为 《 内地与香港 关于建立 更紧密经贸 关 系的安排 英文全名 为Ｃ ｌｏ ｓｅ ｒ

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 Ｐａｒｔｎ ｅｒｓｈ ｉ

ｐ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 是中 国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于２００３年６月 ２９ 日 正式签

署 ， 主要 内容包括货物贸 易 自 由化 、 扩大服务贸易市场准入和 贸 易投资便利 化三方面 。 资

料来源 ： 中 国政府网 ，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ｇ
ｏｖ．ｃｎＡｅｓｔ／２ ０〇５ －

０６／２４／ｃｏｎ ｔｅｎｔ
＿

９ ３ ｌ ８ ．ｈ ｔｍ。

２ ．在本研究所列的两本参考文献 《话语 、 心理 、 社会》 和 《作为话语的新闻 》 中 ， 译者对原

作者ＶａｎＤ ｉｊｋ的翻译分别为
“

冯 ？戴伊克
”

和
“

梵 ？迪克
”

， 为 了统
一

全文的人名称谓 ， 在本

文中统
一用

“

梵 ？迪克
”

代表 。

３ ．
“

蝗虫论
”

来源于２０００年初 ， 大批双非孕妇 以游客的身份来港产子 ， 使得本地原本就不宽

３８裕医疗资源更为 紧张 ， 之后随着
“

双非儿童
”

和 内地优秀学生来港求学 日益增多 ， 分摊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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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的优质教育资源 ， 使得
“

蝗虫论
”

在
一次次冲突中被重新释义 。

＊

ｊ ｜ 川义邮
丨 

Ｒｅ ｆｅｒｅｎｃｅ
］

陈薇 （ ２ ０ １ ４ ）
．媒体话语 的权 力场 ： 香 港 报纸 对 中 国 大陆 形象 的建 构与 话语 策略 ． 《国际 新闻

界 》
，３６（７ ），２０

－

３７ ．

［
Ｃｈ ｅｎ ，Ｗｅ ｉ （２０ １ ４

）
．Ｍ ｅｄ ｉ ａｄ ｉ ｓ ｃｏｕ ｒ ｓｅｉｎｔｈｅｆｉ ｅｌ ｄｏ ｆｐ

ｏｗ ｅ ｒ
：Ｔｈｅｃｏｎ ｓ

ｔ
ｒｕ ｃ

ｔ
ｉｏｎ ａｎｄ ｄ ｉ ｓｃ ｏｕｒ ｓｅ

ｓｔ ｒ ａｔｅ
ｇｙ

ｏ ｎｔｈｅ ｉｍａ
ｇ
ｅｏｆ ｍａ ｉ

ｎ ｌａ ｎｄＣ ｈ
ｉ
ｎ ａ ｉ

ｎＨ ｏｎ
ｇ
Ｋ ｏｎ

ｇ
ｎ ｅｗ ｓ

ｐ
ａ
ｐ
ｅ ｒ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 Ｃｏｍｍ ｕｎ ｉｃａ ｔｉｏｎ ， ３６ （７） ，２０
－

３７ ．

］

丁和根
（
２００４） ．大众传媒话语分析的理论、 对象与方法 ． 《新闻与传播研究》

，
ｌ ｌ

（
ｌ） ，

３７
－

４２ ．

［
Ｄ ｉｎ

ｇ
， Ｈｅ

ｇ
ｅｎ （２００４）

．Ｔｈ ｅ ｔｈｅｏ ｒ
ｙ

， ｃｏｎ
ｔｅｎ ｔａｎｄ ｍｅｔ ｈｏｄ ｓｏｆｄ ｉｓ ｃｏｕ ｒｓｅａｎ ａｌ ｙ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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