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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分光镜》

内容概要

《权力分光镜:电视新闻中的社会分层》运用建构主义表征理论来观照电视新闻中社会分层结构这一“
中层”问题，采用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路径。从社会分层的新闻表征文本开始，渐次深入拓展至分层
表征的话语实践及其社会实践。在这一逐步深入的分析路径中，作者使用内容分析、符号解读、叙事
分析和框架分析等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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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新闻传播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教于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传播系。主要研究方
向为影视传播、新媒体研究。近年已在CSSCI来源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合著有《纪录片概论》、《影
视传播与大众文化》、《广播电视产业发展论》、《广播电视节目评估概论》、《广播电视创新创优
理论与方法》、《电视传播核心价值论》；曾获得第五届广播电视学术著作一等奖、中国广播影视期
刊学术论文一等奖；主持、主研国家社科基金和省部级课题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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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新闻形象的原型沉淀 通过社会各阶层的新闻角色功能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些
新闻角色具有某种原型色彩，这对电视新闻生产和受众认知会发生影响。新闻原型（prototype of news
），就像罗兰·巴特所说的“神话”一样，“有一种急迫的、强留人谈话的特性：延伸自历史的概念
，直接从偶发性中跳出来，它来寻找的是我。它向我而来，我受制于它的企图，它召唤我接受它的扩
张性暧昧。”但“当它打动我时，它自己也延宕不决，掉头而去并且换上一般性原则的外观：它绷紧
了，它使它自己看来中立且无知。”这对社会阶层新闻叙事进行原型分析，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
原型 原型这一概念源自精神分析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Jung，Carl Gustav），它建立在他的集
体无意识理论基础之上。荣格认为，“原型一词最早是犹太人斐洛谈到人身的‘上帝形象，时使用的
。它也曾在伊里奈乌的著作中出现，如：‘世界的创造者并没有按照自身来直接造物，而是按照自身
以外的原型来仿造的’⋯⋯原型这个词就是柏拉图哲学中的形式（即理式）。为了我们的目的，这个
词既适宜又有益，因为它向我们指出了这些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他认为：“原型实际上就是本能的
无意识形象”，集体无意识是“并非由个人获得而是由遗传所保留下来的普遍性精神机能，即由遗传
的脑结构所产生的内容。这些就是各种神话般的联想——那些不用历史的传说或迁移就能够在每一个
时代和地方重新发生的动机和意象”，是一种存在于整个人类经验之中并不断重复出现的意象领域，
具有较强的神秘色彩。而原型就是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它们被作为“种族记忆”而得
以代代相传。 原型批评的建立者诺思洛普·弗莱（Frye，Northrop），通过转化、运用原型理论，“
把一部作品构织成一个由意象组成的叙述表层结构和一个由原型组成的深层结构，并通过原型零乱的
提示去发掘出作品的真正含义。”他认为“原型不仅可以包容而且可以贯穿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情节
和背景的发展过程；一些表面上没有联系的文本组成部分和描写细节构成了一个或多个原型模式，而
这些模式又可以反映作品的叙述和意象表层之下的内容。” 埃里克·弗洛姆（Fromm，Erich）继承并
发展无意识理论，把个人无意识发展为社会无意识，提出社会无意识理论，认为，“只有超越了个人
领域，达到对社会无意识的分析，才可能获得对一切被压抑事实的全面认识”。他还提出了“社会过
滤器”的概念，“任何经验只有在一个概念体系本身中才可以被感知、被理解，形成条理，上升为意
识，而这一体系本身则是社会进化的结果，它的作用就像一个受社会限制的过滤器，有些经验由于不
能通过这个过滤器，因而就不能成为意识，继续作为社会无意识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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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权力分光镜:电视新闻中的社会分层》揭示了新闻报道如何复制、强化社会阶层的权力结构，从而实
现社会阶层权力的符号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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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分光镜》

章节试读

1、《权力分光镜》的笔记-导论

        1.�从社会学来讲，社会分层属于一个典型的“中层理论”问题，联结着社会微观个体与社会宏观结
构。P1
2.�在中国，阶层分化成为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生活中发生的最为深刻的变化之一，社会分层的新闻表
征不仅反映了新闻工作者的阶层认知（strata awareness），而且也反映了整个中国当代社会普遍的阶层
意识（strata consciousness）。P3

2、《权力分光镜》的笔记-第51页

            社会分层作为一个社会的结构性现象，普通个体根本无法通过亲身接触和体验来感知，这些社
会个体的亲身感知像盲人摸象一样非常偏颇。同时，客观社会分层的科学调查和研究，对于一般社会
公众而言，了解也不多。这些社会个体更多是靠各个阶层信息的媒体化传播（mediated communication
），即获得具体形象的感知，从而形成“个人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据位置的感知”，即主观
社会阶层。新闻媒体是这种信息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也就是说，社会公众的主观阶层意识，在很大
程度上来自于符号表征领域，而在符号领域中，影响最大、最广泛的莫过于大众传媒了。（第51页）

3、《权力分光镜》的笔记-第39页

             新闻是在其信源素材基础上构建出来的版本。它既是一种叙事，也是一种媒体再现，还是一种
对原有事件、言辞和行为的选择性描述。P39

     从宏观到微观，客观现实的新闻建构经历了四个层次，即宏观新闻理念（ideas about news）的影响
、中观新闻线路与新闻网的设计、微观的新闻取舍以及新闻文本建构。P40 

    宏观新闻理念对于社会客观现实能否被新闻媒体关注起着巨大作用，但并非显而易见，往往难以察
觉。当宏观新闻理念发生变化，这一事实才更为清晰。P41

     宏观新闻理念的运作决定着哪些东西可能让新闻媒体视而不见，哪些东西自然进入新闻视野。P41
—42

    在组织层面，宏观新闻理念决定着新闻媒介对新闻线路（news beat）如何组织和安排。P42
    由于宏观新闻理念让新闻机构把焦点置于固定新闻线路，而忽略了其他范围，这样张设的新闻网给
整个社会现实赋予秩序，建构了搜寻、采集新闻的基本结构，使新闻媒介对变动不居的社会客观现实
的呈现具有了相当的稳定性，新闻往往只在某些特定的线路、特定地点“发生”。经过这一层次的建
构，新闻媒介对社会现实呈现在很大程度上结构化了。P43

     对新闻的取舍，也是体现主观性的一个过程。⋯⋯对某个新闻事件报道还是不报道，涉及到媒介工
作人员的把关行为。特别是对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其版面空间与频道时间终究有所限制
，选择某些新闻而舍弃其他新闻也决定着受众到底可以接触到什么新闻，什么新闻根本不可能被接触
到（受众可以直接体验到的事实除外）。⋯⋯新闻记者选择某些新闻来报道而舍弃其他新闻这一过程
中，有时可能是一种宣传手法的运用，而更多的时候是来自于新闻工作者的判断。⋯⋯当然，传播者
的这种判断和选择有时也存在很大被动性，特别是一些具有较高能见度（visibility ）的新闻来源。⋯
⋯不管是新闻传播者的主动把关还是来自消息来源的影响（二者有时交织在一起），总之，进入传播
者视野的众多新闻事实中，有很多事实被新闻媒体报道的机会大大减少，甚至完全被拒之门外。P4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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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分光镜》

     新闻文本架构就是新闻报道如何组织具体新闻的制作，这是更加微观而具体的层次。排除有意的宣
传操作外，新闻文本的架构涉及到复杂的模式化运作。一个单一的新闻事件可以通过不同的报道模式
展现出具有完全不同特点的版本。P46

      通过不同框架建构出来的新闻文本高度闭合（closure），作为符号现实的新闻与客观社会现实差距
进一步加大，影响受众主观现实的建构。P47

4、《权力分光镜》的笔记-第48页

                 媒介对社会分层的符号表征，可以按照媒介内容与社会现实的关系维度划分为纪实性表征
（documentary representation）与文艺性表征（artistic representation）。新闻是纪实性表征的主要类别。
（第48页）
       纪实性表征，即媒介内容与社会现实之间具有实际关系的、强调如实反映社会现实的媒介内容。
纪实性电视媒介表征的主要形态有电视新闻、电视纪录片、电视社教节目等。（第48页）
      文艺性表征是通过艺术创作的方式，曲折地反映社会的形式。文艺性电视表征领域主要包括电视剧
，以及其他文艺性节目内容。（第50页）

5、《权力分光镜》的笔记-第36页

        所有的媒介内容都是对社会现实的表征，它不是镜子式的反映，而是“制造”出来的现实。即使
像电视这种以图像为主要符号，与社会现实具有高度同一性的媒体也是如此。电视新闻在建构媒介现
实这一表征过程中，对不同社会阶层进行再创造，形成独特的电视新闻中的社会分层景观，并对受众
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P36

表征是通过符号创造性反映现实的过程，而对于这一过程的认识，又有反映论、意向性以及建构主义
三种取向。P36

 表征过程也是意义生成过程，因此不同表征方式会赋予对象不一样的意义。⋯⋯�从本体论上来讲,只
要运用语言符号去表达意义,都是表征,都是一个创造意义的过程。P37

如何看待语言符号所产生的意义，它到底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区分了
表征理论的不同取向。（反映论、意向性、构成主义） P37

对电视新闻，以及大多数社会符号生成领域而言，反映论的表征是基本不存在的，新闻报道并不是也
不可能像镜子似的对社会客观事件进行报道；意向性途径的表征也很少见，因为将传播者的意义或观
点强加于人，对电视新闻而言将是纯粹的空洞的宣传。而建构主义的途径是新闻表征的主要形式，它
在客观社会事实基础上，又受到传播者等社会控制因素的主观影响，新闻的意义就在这种过程中得以
确立。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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