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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当代新＿的演示親通

王 强

摘 要 ： 在视觉文化时代 ， 新 闻叙述的展示性和表演性得到 强化 ，
构成

一种纪实型 的演示叙述。 名人是这种叙述 实践的 重要主体 ，
名

人新 闻 中有时充斥 着作秀与表演 的成分 ，
媒体之 间展开 了

一场

曝光名人本真性形 象的 竞赛。 在 大众传媒制 造的 名 人文化 中 ，

公共空 间 与私人空 间 的界限 日 益模糊 。 当代新 闻 演示叙述的伦

理 困境在于 ，

一方 面将新 闻 转化成 了
一种脚本化的表演 实践 ，

建构 了
一种

“

幻 象的政治
”

，
破坏 了 媒体与 受众之 间 的理性 契

约 关 系
；
另
一方面 则是对形 象的滥用 ，

削 平 了 线性叙述的深度 ，

造成 当 下媒体的
“

叙述危机
”

。 消 解形 象霸权 ，
重构新 闻叙述

伦理 ，
是 当 下媒体需要面对的 时代课题。

关键词 ： 新 闻叙述 ， 作秀 ， 演示叙述 ， 新 闻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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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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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学 自诞生以来所聚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小说等虚构文本 ，
纪实型体

裁的研究相对来说处于弱势地位 。 著名叙述学家热奈特 （
ＧｅｒａｒｄＧｅｎｅｔｔｅ

） 曾

抱怨叙述学
“

极为名不副实
”

， 他主张将
“

纪实型叙述
”

（
ｆａｃｔｕａｌｎａｒｒａｔ ｉｖｅ

）

纳人研究视域 ，
１ ９９０ 年还发表 《虚构叙述 ， 纪实叙述》 （

“

Ｆｉｃｔ ｉｏｎａｌＮａｒｒａｔ ｉｖｅ
，

Ｆａｃｔｕａｌ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

）

一文 ， 尝试拓展叙述学研究 。 长期以来 ，

一个涵盖全部叙

述体裁的叙述学理论体系 ， 或者说类似于那种能够驾驭总体的
“

超理论
”

（
ｍｅｔａｔｈｅｏｒｙ ） 尚未形成 。 对全部叙述体裁做统合性的理论观照 ， 并探寻广义

叙述的本质规律 ， 是广义叙述学的任务。 广义叙述学对全部叙述体裁进行全

域性分类 ， 融会贯通地研究一切叙述文本共有的本质特征和规律 。 在广义叙

述学理论体系 中 ， 纪实型叙述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 纪实型与虚构型是叙述

体雜的基本分类 ，
二者的对照贯穿叙述学研究始终 ， 其内在关联及差异得到

全面系统的阐述。 与此同时 ， 媒介因素也被纳人考量范围 ， 其中关于记录类

和演示类叙述的理论阐释 ， 为新闻叙述的分类研究提供了有益思路。

在广义叙述学的理论建构中 ， 赵毅衡对叙述体裁做了基本分类 ， 囊括了

各类体裁适用的多种媒介 ， 并给予在当代文化中 占据优势地位的现在 向度叙

述／演示性叙述以充分的理论观照 。 演示性叙述的媒介包括身体 、 影像 、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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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 言语 、 心像 、 心感 、 心语等 。 （ 赵毅衡 ，

２０ １ ３
，Ｐ

． ｌ
） 在视觉文化时代 ，

新闻叙述的展示性和表演性得到强化 ， 构成一种纪实型 的演示叙述 。 在 贝

拉 ？ 迪克斯 （
Ｂｅ ｌ ｌａＤ ｉ ｃ ｋ ｓ

） 看来 ， 当 下我们所处 的 文化是
一种

“

被展示 的文

化
”

（
ｃｕ ｌ ｔｕｒｅｏｎｄ ｉ ｓｐ

ｌ ａ
ｙ ） 。 作为一种可参观的生产 ， 真人秀和 网络直播让人们

的 日 常生活场景成为被观赏的景观 ：

“

当代展示 的一个层面 ， 就是所谓 的放

大观察 日 常生活细节的诱惑 。 支撑的理念就是我们可 以不受谴责 、 没有危险

地窥视他人的隐私生活 。

”

（ 迪克斯 ，

２０ １ ２
，ｐ

．２５
） 展示 ， 或者说作 秀 和表

演 ，
已经成为 当代文化 的重要特质 。 大行其道 的 电视真人秀 ， 不断上演 的

“

媒体奇观
”

， 异军突起的网络直播 ， 争相曝光的名 人形象 ， 作为
“

弱者的武

器
”

的表演式抗争… …这些充斥着作秀与表演成分的演示叙述 ， 建构 了 当代

社会 日 常生活的传播图景 ， 成为新闻叙述研究扩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一

、 消费偶像 ： 名人的形象展演

（

一

） 英雄的 衰落与 名人的 崛起

新闻被视为正在发生的历史 。 如果说历史 的主人公是英雄的话 ， 那么新

闻 的主角则越来越多地 由 名人充任 。 英雄和名人 的生成机制具有显著差异 。

丹尼尔 布尔斯廷 （
Ｄａｎ ｉ ｅ ｌ Ｊ ．Ｂｏｏ ｒｓ ｔ ｉｎ

） 将英雄与名人的辨析引 入关于人

类
“

假事件
”

的研究 中 。 在他看来 ， 英雄依赖卓越的功勋和成就成名 ， 其过

程是缓慢和 自 然的 ， 而 当代名人则更多地依托媒体制造的
“

假事件
”

变得众

所周知 。 新式名人取代老式英雄成为大众传媒以及受众追捧的宠儿 。

英雄与名人的重大差异还在于 ， 前者形象模糊 ， 缺乏个性 ， 而后者则形

象鲜明 ， 个性突 出 。 造成这一差异的是现代媒介技术发展导致 的
“

图形革

命
”

（
Ｇｒａ

ｐ
ｈ ｉ ｃＲｅｖｏ ｌｕ ｔ ｉ ｏｎ

） 。

“

图形革命
”

是布尔斯廷发 明 的新词 ， 用来描述

１ 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媒介技术发展带来 的 图像取代文字 的变革 。 图形革命对

名人制造的一个重大影响就在于形象的塑造 ：

“

图形革命在面部及身体上使

用强弧光灯 ， 使不 同的人形象更加清晰 。

… …他们通过鬼脸 、 手势 、 语言和

声音这些细节来突 出 自 己 。 我们通过鼻子识别吉米 ？ 杜朗特 ， 通过凝 固 的笑

容识别鲍勃 ？ 赫普 ，
通过吝啬识别杰克 ？ 班尼 ， 通过粗鲁识别杰克 ？ 帕尔 ，

通过摇摇晃晃的行走姿势识别杰基 ？ 格里森 ， 通过刘海识别伊莫金 ？ 科卡 。

”

（ 杨玲 ，
陶东风 ，

２０ １ ３
，Ｐ

． ３ ５
） 受众关注 的不是名 人 的 丰功伟业 ， 而是在媒

体上呈现出来的独特形象和个性 。 和英雄
“

理所应 当 的名声
”

（
ｍｅ ｒ ｉ ｔｅ ｄｃ ｌ ａ ｉｍ

１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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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ｆａｍｅ
） 相比 ， 名人的名声不少是依靠大众传媒反复曝光得来的 。 布尔斯廷

认为 ， 名人的界定是一个同义反复的过程 ：

“

名人是一个因其众所周知而被

众所周知的人。

……在伪事件的 民主体制 中 ， 任何人均可成为名人 ， 只要他

进人新闻并呆在那里 。

”

（杨玲 ， 陶东风 ，

２０ １ ３
，ＰＰ ． ２９

－

３ １
） 非凡的英雄衰

落了 ， 平凡的名人大行其道 。 与高高在上的英雄不同 ， 名人就活在 日 常情境

当 中 。 名人的准人门槛降低了 ， 大众传媒可以批量地制造名人。

（
二

） 在场 ：

“

消 费偶像
”

与粉丝的
“

准社会互动
”

名人的类型多种多样 ，

一种粗略的划分方法是将严肃的 、 生产性的名人

与娱乐的 、 消费性的名人对立起来 。 利奥 ？ 洛文塔尔 （
ＬｅｏＬｏｗｅｎｔｈａｌ

） 研究

发现 ，

２０ 世纪初报刊上娱乐名人所占 比重大幅提升 ， 而工商界严肃人士所 占

比重则大幅减少 ，

“

生产偶像
”

已经让位于
“

消费偶像
”

。 这与英雄和名人此

消彼长的态势是一致的 。 相对而言 ， 消费偶像与娱乐消遣的关联更加密切 ：

“

我们把过去的传记主人公叫做
‘

生产偶像
’

， 因为我们觉得应该把今天杂志

上的主人公命名为
‘

消费偶像
’

。 实际上 ， 他们 中 的每个人几乎都直接或间

接地与休闲领域有关 ： 他要么不属于服务社会基本需要的行业 （ 例如娱乐界

和体育界的主人公 ） ， 要么多多少少只能算是社会生产性要素的一个笨拙 的

代理 。

”

（利奥 ？ 洛文塔尔 ，

２０ １ ２
，Ｐ ＿１ ５５ ．

） 与此相对应 ， 名人的私生活成为

媒体热炒的内容 。 这是吸引受众注意力并获得其情感认同 的重要手段 。 这与

英雄崇拜的表现截然不同 ， 名人往往不再是令人敬畏和仰视的对象 ， 而是要

通过真实而平凡形象的展示 ， 提升受众对其的熟悉度和亲近感 ， 拉近与大众

的心理距离 。

一言 以 蔽之 ， 名 人经济其实是 一种 所 谓 的
“

情 感 经济
”

（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ｅｃｏｎｏｍｙ ） ， 受众或粉丝的情感投人非常重要 。

名人的形象不再完美无瑕 ， 名人的生活也不再遥不可及 ， 对名人的
“

真

实
”

幻想满足了芸芸众生的心理需求 。 这种亲近关系也体现了名人和公众之

间的一种
“

准社会的
”

联结 。 在 １９５６ 年发表的一篇名 为 《大众传播与准社

会互动 ： 远距离亲密关系之观察》 的文章中 ， 唐纳德 ？ 霍顿 （
ＤｏｎａｌｄＨｏｒｔｏｎ

）

和 理 查 德 ？ 沃 尔 （
ＲｉｃｈａｒｄＷｏｈｌ

） 提 出
“

准 社 会 互 动
”

（
Ｐａｒａ

－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 概念 ，

主要描述存在于电视节 目人物与受众之间 的 、 类似于现实

中人际交往般的关系 。 在受众眼 中 ， 名人成为亲密和熟识的情感投射对象 。

这种想象性的
“

准社会互动
”

加深了受众的卷人程度 ， 名人与受众或粉丝之

间的联结更趋紧密 ， 进而推动了名人产业和名人经济的发展。 在视觉文化时

代 ， 视觉媒介在
“

准社会互动
”

场景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这意味着要通

１ ９３



□ 符号与传媒 （
２４

）

过名人形象展演的方式营造在场感 ， 名人作为凝视的对象不断地被置于镁光

灯下 ， 在此过程中
“

美颜
”

与
“

修图
”

成为名人形象管理的标配 。 社交媒体

和视频直播的 出现 ，
进一步推动名人与粉丝的实时在线互动 ， 名人形象的在

场感持续强化 ， 名人与粉丝之间更加亲密的陪伴感得以建立 。

（
三

）

“

形 象政治
”

与
“

网 红策略
”

在
“

形象政治
”

盛行的年代 ， 出现了
一些政治名人透过

“

网红策略
”

维

持曝光度 ， 意图提升网络声量 ， 博取新闻版面 ， 累积政治资本的现象。 在这

种畸形的
“

形象政治
”

中 ， 网络声量成为衡量政治人物前途的关键指标 。

特别是伴随着脸书 （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 和推特 （

Ｔｗｉｔｔｅｒ
） 等社交媒体在西方社

会的广泛使用 ， 世界许多地方出现了依托
“

网红策略
”

成功逆袭的
“

政治素

人
”

。

“

政治网红
”

得以成功的关键在于透过网络空间 的反复曝光 ， 塑造具有

魅力的个人形象 ，
不断提升其知名度和认可度 。 当代政治的媒介化 、 景观化 、

娱乐化和民粹化的表现愈来愈突 出 ，
这种空洞 的 网红操作 ， 进一步强化了

“

形象政治
”

的运作逻辑 ， 削弱了 民主政治的品质 ：

“

深层来看 ， 政治人物搭

上网红的现象还可能弱化社会该有的议题讨论 ，
甚至进一步鼓吹社会里的反

智风气 。

”

（ 黄顺杰 ，
２０ １ ９

） 重要的公共议题乏人问津 ， 政客哗众取宠的表演

却备受追捧 ， 这成为西方民主政治劣质化的重要表征。 在透视当代美国社会

文化时 ， 道格拉斯 ． 凯尔纳 （
ＤｏｕｇｌａｓＫｅｌｌｎｅｒ

） 提 出
“

媒体奇观
”

 （
ｍｅｄｉａ

ｓｐｅｃｔａｃｌｅ
） 概念 ， 并将好莱坞化的美国总统政治作为重要的分析样本 ， 认为

其构成了一种
“

媒体奇观
”

：

“

媒体把政治简约为形象 、 展览和故事 ，
运用各

种娱乐形式
——尤其是通俗剧来展现给广大观众 。

”

（凯尔纳 ，

２００３
， Ｐ ．１ ８５

）

在选票和收视率的压力下 ， 政客与媒体合谋完成了政治娱乐化的叙述实践 。

政治传播 中这种褪去严肃性的演示叙述 ， 消解了传统政治的宏大叙述 ， 在为

政治祛魅的同时却滑向另
一个令人忧虑的极端 。

二 、

“

表演平凡
”

： 名人本真形象的竞赛

（

一

）
泛名人化时代的本真性

在泛名人化时代 ， 形象展演越来越转向 日 常生活 ， 大众传媒热衷于展现

名人庸常 、 真实的一面 ，
以此作为主要卖点 。 澳大利亚传媒学者格雷姆

？ 特

纳 （
ＧｒａｅｍｅＴｕｒｎｅｒ

） 认为 ， 电视节 目从
“

戏剧模式
”

（
ｄｒａｍａｆｏｒｍａｔｓ

） 转 向

１９４



传播符号学 ■

“ ‘

真人
’

模式
”

（

“

ｌｉｖｅ

”

ｆｏｒｍａｔｓ
） ， 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成为

“

媒体表演者
”

。

一个泛名人化时代已经到来 ， 特纳将其征候命名为
“

民众化转 向
”

：

“

我 自造

了
‘

民众化转向
’

这个词 ， 作为一种首选意义 ， 来指代 日 益 明显 的
‘

普通

人
’

通过名人文化 、 真人电视 、 自制网页 、 谈话类广播等方法 ， 把 自 己转变

成媒介的内容 。

”

（
２０ １ １

， ｐ ．３
） 普通人经媒体曝光 ， 摇身一变成为特纳所谓

的
“

普通名流
”

（
ｏｒｄｉｎａｒ

ｙ
ｃｅｌｅｂｒｉｔ ｉｅｓ

） ， 或克里斯 ？ 罗杰克 （
ＣｈｒｉｓＲｏ

ｊ
ｅｋ

） 杜

撰的
“

小报名人
”

（
ｃｅｌｅｔｏｉｄ

） 。 透过社交媒体以及视频直播 ， 平民 网红将原本

作为后台的 日常生活情境展现给公众 ，
以本真性表演营造在场感。

本真性之所以成为名人制造至关重要的特质 ， 很大程度归 因于名人形象

的空洞性 ：

“

由于面临着名人制造的话语 、 文化 ，
以及

‘

独特的
’

才能的缺

席 ， 本真性的协商 （ 对于
‘

真实 自 我
’

的宣称 ） 必将更为热烈 。

”

（ 杨玲 ，

陶东风 ，

２０ １ ３
，ＰＰ ．３２８

－

３２９
） 除了这种本真性形象 ， 名人身上的其他特质乏

人问津 。 媒体之间展开了一场曝光名人本真性形象的竞赛 。 当然 ， 这是一种

名人形象展演策略 ， 是以市场为导 向 的设计 ， 按时下流行的说法 ， 这不过是

根据写好的脚本定制 的风格鲜明 的人设 。

“

在人设时代 ， 人设早已超越明星

原有的指称意义 ， 成为一种书写明星风格的工具 。

”

（刘娜 ，

２０２０
） 正因为名

人人设与其真实性情往往相去甚远 ， 所 以
“

人设崩塌
”

的戏码才会时常

上演 。

有论者从媒介特性角度出发 ，
区分了不同媒介在名人制造方面的差异 。

兰格 （
Ｌａｎｇｅｒ ） 和埃利斯 （

Ｅｌｌ ｉｓ
） 认为 ， 电视名人与 电影名人是不 同 的 ， 主

要表现在其与受众情感关系 的亲疏程度 ：

“

由于电视作为一种媒介的本质 ，

不可能有所谓的 电视
‘

明星
’

。 注重友好和亲密的 电视修辞 、 屏幕的尺寸 、

每条持续不断的播出 ，
以及家庭情境中 的收看 ， 都不利于名人的建构 ， 只是

产生出 了
‘

名人效应
’

。 电视的言说和接受模式被认为不太可能产生距离或
‘

光晕
’

意识……电视更多地制造出接近 、 熟识和可获得性 。

”

（杨玲 ， 陶东

风 ，

２０ １ ３
，Ｐ ．３ １ ３

） 电视名人与观众朝夕相处 ， 就像 日 常生活 中 的普通人 。

“

电视名声
”

（
ＴＶｆａｍｅ

） 是一种现实主义构成 。 电视媒介对于本真 、 普通的

名人形象的建构无疑起了推波助澜 的作用 。 而在互联网时代 ， 社交媒体以及

视频直播 ， 更是将名人原本私密的后 台空间 敞开 ， 将本真性展演发挥到 了

极致 。

（
二

） 被公开的伪后 台 形 象

娱乐名人和新闻记者之间 的关系是微妙的 ：

“

名人必须与狗仔队和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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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成某种工作关系 ， 既为他们主动提供报道材料 ， 又试图保持公共与私人生

活的界线 。

”

（ 杨玲 ， 陶东风 ，

２０ １ ３ ．Ｐ
＿２８２

） 曝光私生活是
一把双刃剑 ， 在

带来名气的同时 ， 又损害 了个人隐私 。 在大众传媒制造 的名 人文化中 ， 公共

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界线 日 益模糊 。 胡泳指 出 ， 现代社会正在经历
“

公共空 间

的私人化
”

与
“

私人空间 的公共化
”

这两个平行的过程 ：

“

公共空 间成为一

个公开承认个人秘密和个人隐私 的地方 。 公共空 间 日 益缺乏 的是公共问题 。

‘

公共空间
’

被
‘

私人
’

占领着 ；

‘

公共关注
’

被贬低为对公众人物私生活

的好奇心 ； 公共生活的艺术也被局限于私人事务 以及公众对私人感情承认的

公开展示 。

”

（ 胡泳 ，

２００ ８
，Ｐ

．２３ ６
） 名 人 的 隐私本是不应公开 的后 台 景观 ，

名人被公开的后台形象其实是经过精心挑选和伪装 的 ， 有些文本甚至是名人

与媒体合作完成的 ， 这与真人秀节 目 的伪后 台叙述现象如 出
一辙 。 （ 王强 ，

２０ １ ８
） 美 国 视觉 艺 术 家 阿德里娜 ？ 赖 （

ＡｄｒｉｅｎｎｅＬａ ｉ
） 以 尤 尔 根 ？ 泰 勒

（ Ｊｕｅｒ
ｇ
ｅｎＴｅ ｌ ｌｅｒ

） 的名人照片为例 ， 分析 了
“

名 人摄影 肖 像学
”

从
“

华彩
”

（ ｇ
ｌ ｉ ｔ ｔｅｒ

） 到
“

粗糙
”

（ ｇ
ｒａ ｉｎ

） 的重大变革 ：

随着公众 曰 益注意到他们 消 费 的 影像 中 所 包含的 不 计其数的伎

俩和虚构 ，
他们 可能会对 明 星 的 理想化形 象心 存怀疑 ， 甚至 满 怀敌

意 。 为 了 回应社会文化转型 以 及公众媒介素养的提 高 ，
名人摄影 的

肖像学 （
ｉ ｃｏｎｏ

ｇ
ｒａｐｈｙ ） 开始从

“

理想
”

的虚假光泽转 向
“

真 实
”

的

凡俗领地 。 不 讨好的 明 星照 不是什 么 新鲜事 儿
——狗仔队 的 照 片

一

向是小报杂 志和报纸 的 常客
——但现在很 多 这种 明 星 照 片 却是官 方

的 、 明 星首肯 的拍摄结果 。 （ 杨玲 ，
陶 东风 ，

２０ １ ３
，ｐ ．２７ ８

）

这一变革去除了名人影像的
“

光晕
”

（
ａｕｍ

） ， 进而 以一种
“

粗糙的快照

美学
”

消解了名人神话 。 泰勒 的作 品更 以
“

本真
”

（
ａｕ ｔｈｅｎ ｔ ｉｃ

） 和
“

邋遢
”

（ ｇ
ｒｕｎｇ

ｅ
） 的美学风格而著名 ，

不露痕迹地营造出类似名人生活后台的景象 。

那些未经授权的记者偷拍 ， 其实未必全都是名人形象的真实记录 ， 其中

不乏刻意伪饰的成分 。 名人被伪饰的形象是受众所拒斥 的 ，
而那些拙劣 的伪

后台形象同样容易露出 马脚 ， 进而遭到受众质疑 。 伪装术越来越高超 ， 受众

的疑心也可能越来越重 ， 这似乎构成 了
一场永无休止的攻防战 。 尽管众多名

人对狗仔队侵犯隐私的偷拍行为义愤填膺 ， 但受众却 习惯从那些偷拍 的影像

中窥视名人生活 。

（
三

） 表演 出 来的 平凡性

如果说名人平凡的一面具有新闻价值的话 ， 那么何以确保 民众化转 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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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
“

普通名流
”

的故事具备可述性呢 ？
“

普通名流
”

虽然也被赋予
“

表演

平凡
”

的任务 ， 但是参加真人秀节 目 的普通人大多是经过层层选拔最终脱颖

而出 的 ， 因而其平凡性 （
ｏｒｄｉｎａｒｉｎｅｓｓ

） 早 已打了折扣 。 普通人被媒体选 中并

非偶然 ， 这一竞逐过程是非常激烈和残酷的 ， 且充满戏剧性 ， 本身就构成一

个跌岩起伏的生动叙述 。 胜出的
“

普通名流
”

不再平凡 ， 但媒体却试图制造
一种平凡的假象 ，

以继续吸引那些平凡的受众。
． 特纳认为这是 由媒体操控的

一种生产技术 ：

许 多媒介 ， 像电视 、 广播 、 互联 网
， 都 已开发 出 一些生产技术 ，

以确保普通人表演的
“

真实性
”

令人满 意 ；
而考虑到这些普通人不

得不通过选择而逐级进步的过程 ，
他们 的

“

平凡性
”

无论如何都是

有争议的 。 消毒这些过程 （ 即 ，
否 定 隐藏在他们 身后 的 等级结构 ）

的 方法之一
，
就是让 民主化 的含义 变得戏剧 化 ，

如成千上 万普通

（ 言外之意 自 然就是才 干平 平 ） 的 申请者到 场 面 试 《偶像 》 节 目 。

面试这种视觉奇观告诉我们 ， 在这场 竞赛 中 ，
人人都有机会 。 （ 特

纳
，
２０ １ １

， ｐ ．１ ８
）

三 、 脚本化演出 ： 新闻演示叙述的伦理困境

显著性是新闻价值的一个重要元素 ， 著名人物和重大事件都具有新闻报

道的价值 。 大人物是天然的好新闻之源 ，

“

新闻界流传一句话 ， 姓名 能产生

新闻 ，
显赫的姓名 能产生重大新 闻

”

（ 莱特尔 ， 哈里斯 ， 约翰逊 ，

２０ １０
，

Ｐ ． ２６
） 。 名人平庸琐碎的私生活都时常暴露在记者的镁光灯下 ， 而小人物则

往往要干出一番大事 、 成就一番传奇或者做出一些极端之举 ， 才能有幸被媒

体选中 ， 成为新闻事件的主角 。 赫伯特 ？ 甘斯对美国新闻业的观察印证了这

一点 ：

“

时间与版面空间的匮乏仍然会迫使新闻从业者将眼光集中在我所谓

的
‘

知名 人 士
’

（
Ｋｎｍｍｓ

） ， 特别 是政府 官 员 身 上 ；
至 于

‘

无 名 小 卒
’

（
Ｕｎｋｎｏｗｎｓ

） ， 他们只关心那些身陷冲突 、 触犯法纪或者作出不寻常举动的个

体 。

”

（ 甘斯 ，

２００９
，ｐ ．１ ０

） 帕特里克 ？

尚 帕涅 （
ＰａｔｒｉｃｋＣｈａｍｐａｇｎｅ ） 提 出

“

媒介资本
”

（
ｍｅｄｉａｃａｐ

ｉｔａｌ
） 这一概念 ，

主要指的是
“

人们影响新闻事件的

能力
”

（库尔德利 ，
２０ １４

，ｐ ．１４５
） 。 显而易见 ， 名人掌控的媒介资本要远远

大于普通人 ， 名声就是一种无形的媒介资本 。

１ ９７



□ 符号与传媒 （
２４

）

（

一

） 脚本化与 非脚本化 ： 新闻故事的 类型 学

为了引人注意 ， 高效直观地表意 ， 人们在社会互动 中往往需要进行戏剧

化的表演 。 新闻人物的作秀和表演 ， 是当下新闻戏剧化的重要表征 ：

“

视觉

手段的运用 ， 如照片 、 图像和实景视频 ， 使新闻具备了戏剧效果 ， 俨然把新

闻变成了真正的戏剧 。

… …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 ：

一些重要的新闻 因为画面

难以拍摄而没有被报道 ；
而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件只不过因为视觉效果完美便

成了新闻 。

”

（班尼特 ，

２０ １ ８
，ｐ ．５７

） 在当代名人新闻的演示叙述实践中 ， 名

人的外在形象得到强化 。 这可能带来不利影响 ， 表演者耗费精力专注于外在

形象的塑造 ，
虽然在观者那里获得了预期的表达效果 ， 但可能沧为徒有其表

的欺骗性表演 。 这样的隐含形象也与真实的图景相去甚远 。 伴随着传媒势力

和影响的扩大 ，

“

假事件
”

频发的征候愈来愈凸显 。 （
王强 ，

２０ １ ８
）

总体来看 ， 媒体报道的新闻事件可 以划分成两类 ： 脚本化的和非脚本化

的 。 这有点 类似 于 哈维
？ 莫洛克 （

ＨａｒｖｅｙＭｏｌｏｔｃｈ
） 和 玛 丽琳 ． 莱斯特

（
Ｍａｒｉｌ

ｙ
ｎＬｅｓｔｅｒ ） 设计的

“

新闻故事类型学
”

的 区分 ： 新 闻可 以划分成
“

被

筹划的
”

（ ｐ
ｌａｎｎｅｄ ） 和

“

未被筹划 的
”

（
ｕｎｐ

ｌａｎｎｅｄ ） 两种 。 （ 库兰 ， 古尔维

奇 ，

２００６
，ｐ ．１ ７２

） 新闻报道中 的
“

政治作秀
”

以及其他恶意的新闻炒作往

往因其虚假表现而引发受众的反感 。 但有的论者则对所谓的
“

假事件
”

持有

开放态度 ： 浪漫主义者把它们看作是现实的另
一种 ，

甚至可能是高一级的

选择形式 。

’ ，

（戴扬 ， 卡茨 ，

２０００
，Ｐ ． ３５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１ 日 ， 时任美国总统布

什 （
ＧｅｏｒｇｅＷ ．Ｂｕｓｈ

） 乘坐的战机降落在林肯号航空母舰上 ，
宣布

“

伊拉克

主要战事结束 ， 美国及其盟友获得胜利
”

。 这一新闻报道就是符合
“

假事件
”

定义的戏剧化文本 。 媒体突出 了这
一历史时刻 的戏剧化和表演性色彩 ， 甚至

将之与电影 《壮志凌云 》 的经典桥段进行类 比 。 《华盛顿邮报 》 专栏记者达

纳 ． 米尔班克 （
ＤａｎａＭｉｌｂａｎｋ

） 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

“

昨天 ， 载着布什总统

的
‘

维京号
，

（
Ｖ ｉｋ ｉｎｇ ） 在停泊在加利福尼亚海岸 的

‘

亚伯拉罕 ． 林肯号
’

航空母舰上降落 ，
总统的形象再次被提升到

一个新的高度 。 布什身穿橄榄绿

的战服战靴 ，
左臂随意地夹着头盔 ， 从驾驶员座舱中走出 ， 他与水手们互致

军礼的时候 ， 他的弹射吊带紧紧裹着他的罗 圈腿 ， 他大摇大摆地走来 ， 有
一

种电影 《壮志凌云 》 的既视感 。

”

（ 班尼特 ，

２０ １ ８
， Ｐ

． ５２
） 新闻媒体根据 白宫

公关团队写好的好莱坞式脚本进行报道 ， 作为新闻当事人的总统则变身为这

幕新闻戏剧的主要演员 ， 完美地塑造了
“

壮志凌云
”

的英雄形象 ， 使得重大

的政治宣示行动转变成
一场视觉秀 。 在事件表象的蛊惑之下 ， 受众接收的新

１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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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更多成为现实的一个幻象罢了 。

在视觉文化时代 ， 新闻演示叙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 基于提升收视率的

考量 ， 新闻媒体倾向于以商业思维看待受众 ， 用戏剧化和娱乐化的叙述文本

讨好受众 ， 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 在班尼特看来 ， 当下美 国新闻媒体与政治名

人之间存在两种关系 ：

“

要么发布被政治人物
‘

授权
’

的政治宣传 ， 要么就

是用失误和丑闻给政治人物下套儿 ， 这就是奇怪的美国新闻模式 。

”

这两种

关系也可以视为媒体在政治名人
“

新闻表演
”

过程中维持或打破他们之间协

约的表现。 在班尼特的批判视域下 ， 热衷于捕捉政客纰漏的媒体并不会让受

众肃然起敬 ：

“

这种
‘

逮到你 了
’

模式的新闻在受众看来经常是摆个架势而

已——只是记者用来使 自 己显得独立 、 具有反叛精神 的一种游戏 。

”

（ 班尼

特 ，
２０ １ ８

，Ｐ ．１ ８９
） 记者乐于揭丑 ， 正是新闻业盛行煽情主义之风的结果。 好

莱坞化的名人新闻构成一种媒体奇观 ， 成为媒体纪实叙述戏剧化的突出表现 。

（
二

） 表演式抗争 ： 弱者的 身体叙述

有的普通人或弱势群体 ， 为成为新闻主角 ， 便想方设法
“

成名
”

。 当事

关个人重大利益的诉求无法通过 日 常
“

隐蔽文本
”

形式的抵抗以及其他正当

途径得到有效解决时 ，

“

表演式抗争
”

就可能会出现 。 底层个体通过公开表

演的方式进行抗争 ， 属于一种 自我赋权的行为 ，
也可以视为

“

弱者的武器
”

。

表演式抗争是一种主动的 、 公开的新闻表演 ， 它不同于底层 日 常反抗的隐蔽

形式 。 在视觉转向的时代语境下 ， 诉诸身体叙述的表演式抗争成为
“

图像政

治
”

（
ｉｍａｇｅｐ

ｏｌ ｉｔｉｃｓ
） 的典型表现 ：

“

在当前社会普遍而深刻的
‘

图像转向
’

语境下 ， 社会问题建构与公共舆论生成越来越多地诉诸于
‘

图像事件
’

的方

式。 图像 的社会动员优势 ， 主要体现为 图像相较于文字而言 的
‘

争议
’

（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 建构能力 。 正 因为 图像的在场 ， 争议被赋予 了极大 的戏剧性 ，

这完全符合视觉文化时代议题建构的叙事逻辑 。

”

（ 刘涛 ，

２０ １ ７
） 相对而言 ，

个体的力量单薄 ， 因而个体化的抗争表演更具有媒介依赖性 ， 有时常规化形

式可能无法奏效 ， 只有采取极端化的方式才能吸引媒体关注 ， 因而更富于戏

剧色彩 。 但是个体化的抗争表演经 由媒体报道 ，
也会产生一种示范效应 ， 并

演化为一种常规化脚本 ， 愈来愈缺乏新意 ， 其效果最终适得其反 ： 新闻媒体

和公众质疑当事人的动机 ， 进而对此类表演产生了
“

免疫力
”

。

通过表演式抗争制造的新闻事件也是一种
“

假事件
”

。 事实上 ， 近年来

发生的
“

跳楼秀
” “

跳桥秀
”

等表演式抗争甚至存在熟悉新闻作秀程序的策

划 、 导演和报料者等幕后推手 。

一些表演式抗争所导致的跟风模仿 、 扰乱秩

１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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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

序等负面后果 已经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反思 。

（
三

） 消 解幻 象 ： 新 闻叙述伦理的 重构

归根结底 ， 当代新闻演示叙述的伦理困境在于 ，

一方面背离 了新闻 的本

体属性 ， 将新闻转化成一种脚本化的表演实践 ， 破坏 了媒体与受众之间 的理

性契约关系 ； 另
一方面则是对形象的滥用 ， 削平 了线性叙述的深度 ， 造成社

会公共舆论资源的浪费以及当下媒体 的叙述危机 。 越来越多的受众对这种被

冠以
“

垃圾
”

（
ｔｒａｓ ｈ

） 之名 的新 闻报道弃之如敝屣 ， 新闻大众化 的结果并未

如预期的那样生成 。 新闻 的演示叙述看起来最容易吸引 受众的眼球 ， 却造成

受众注意力耗损的后果 。

在形象霸权支配下 ， 媒体的线性叙述结构趋于崩塌成为 当下叙述危机的

突出表征 。 有论者将
“

数字
－

网络媒介
”

时代 的社会形态特征概括为
“

拟演

示性
”

，
以 区别于

“

口语
－

身体媒介
”

时代 的演示性特征 。 具体而言 ， 拟演

示性一是
“

展演的成分更多
”

，
二是基于多媒介融合而

“

更多地呈现 出 碎片

化 、 拼贴式等特征
”

。 （ 唐小林 ，

２０２０
） 这些变革对于媒体的意义建构和叙述

形式都产生 了重大影 响 。 道格拉斯 ？ 洛西科夫 （
Ｄｏｕ

ｇ
ｌ ａｓＲｕｓｈ ｋｏｆｆ

） 描述的
“

现在式
”

流行文化 已经重塑 了媒体叙述的形态 。 不管是电视还是网络 ， 到

处都是吸引 眼球 、 展现极端情境的影像 。 这些富有冲击力 的现在式情境消解

了线性叙述的意义表达 ， 往往流于空洞 、 低俗和碎片化 ， 这可 以视为演示叙

述戏剧化的极端变异表现 。 （ 王强 ，

２０ １ ７
） 人们在躲避复杂线性叙述挑战 的

同时 ，
也可能放弃了探寻深度意义 。 这种媒体文化无疑令人忧心 。 在形象政

治大行其道的当下 ， 建构
“

批判性形象传播学
”

的主张值得高度重视 ：

“

我

们要反抗形象的霸权 ， 抵抗居于支配地位的视界政体 （
ｓｃｏｐ

ｉｃｒｅｇ
ｉｍｅ ｓ

） ， 为想

象力而奋斗 ， 为不可见 的事物辩护 。

”

（ 陈世华 ，

２０２０
） 消解幻象 ， 善待名

声 ， 重构当代新闻的叙述伦理 ， 这是需要新闻 当事人和媒体共 同反思的时代

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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