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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分析了澳门中文报纸于抗战末期在编辑上的框架构成 , 通过分析 5市民日报 6 ! 5复兴

日报 6以及 5复兴晚报 6发现 , 该时期的报纸国际新闻无论在版位占用版面空间及编辑素材上被

优先处理 , 突出表现在标题的磅数占优势及新闻图片图表的程式化使用 "与此反差的是 , 中国内

地新闻往往被与国际新闻混合编排 , 而当地新闻重视民生淡化政治 , 在版面上在版面上却未占重

要地位"本文也对形成澳门 /孤岛0 编辑模式的原因做了初步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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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 与澳门接壤的包括广东省的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相继沦陷, 由于当时统治

澳门的葡萄牙政府的中立立场,澳门并没有被日军占领 "各种势力于此期间在澳门发展新闻报

刊业务, 其中华文报纸一直在发行量上居于领先地位 (吴文博 ,2009) "但是当时的葡澳政府基

于本国的政治立场, 对澳门的新闻媒介实行严格新闻检查制度,禁止新闻报道出现同情支持

中国正义抗战的文字, 因此该地区的新闻媒介环境形成了与当时上海租界相类似的 /孤岛0特

色 "

相比于上海 /孤岛 0时期新闻事业的研究成果,长期以来澳门新闻业在这一特殊时期的运

作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 对于澳门中文报纸在抗战时期的报纸新闻编辑分析更是尚未发现有

研究涉及 "本研究通过分析澳门在抗日战争末期的中文日报,试图发现该地的报纸, 在这一独特

历史时期的编辑特色"分析报纸的本源即其编辑中所展示的文本,可以用探索性的发现为相关

的后续研究作一定的基础 "

一 ! /孤岛0 新闻检查制度
抗战时期的澳门推行的是复杂的对于新闻出版进行限制的制度 "一方面,从1820 年开始,

葡澳政府开始实行 /君主立宪制 0背景下的 5新闻自由法草案 6,并停止推行1737年生效的禁止

海外属地出版报刊的法令 (张荣显, 19 98 ) "对于报纸出版的解禁, 在制度和理论上促进了澳门

新闻事业的发展 "与此对应, 澳门在1822到1837年间诞生了80 份以上的葡文和中文报刊 "其中

的中国较早的外文报纸 5蜜蜂华报 6和中文报纸 5镜海层报 6, 都在这一时期公开发行"抗战初

期, 澳门报业同样获得了相对宽松和 /真空 0的出版环境 "香港沦陷及与其相连的广东地区相

继处在日本占领之下, 澳门在政治上成为 /孤岛0"但由于澳门获得葡萄牙政策延伸的中立国地

位 ,该地区成为人员与抗战物资的相对安全的中转站 "因此在抗战初期 , 澳门民众以报纸 ,音乐

及戏剧等形式支持内地抗战 ,以狭小的三十平方公里总面积之地 ,设立了三四百个此类救亡团

体"除了原有的报纸, 一些新的报纸也创办,如 5华侨报 6从1937年11月20 日开始发行"其中的许

多报纸, 如 5大众报 6和 5华侨报 6在抗战前后继续新闻业务,甚至一直延续至今依旧在澳门公

开发行 "

另一方面, 虽然澳门和香港都是殖民国家的飞地,但是其殖民统治对于新闻检查的严格程

度却绝然不同"澳门在开埠以来就仅享有非常有限的新闻自由,新闻检查制度长期存在, 直到

1977年 5葡萄牙共和国宪法 6在澳门实施后才被消除 (谭志强,2009:429 一442) "虽然澳门报业

自182 0年以来处在理论上自由的状态 ,其当地的新闻业实际上一直处在 /威权政治 0的影响下,

这种情况即使到了197 7年澳门变成脱离 /新闻检查制度 0的 /自由注意报业制度 0的城市一直

存在 (Ta m ,2003 ) ,新闻业通常在自律的条件下保持着相对的自由"新闻出版检查的表面松懈,

更在抗战时期发生了反转, 被模棱两可的却范围广泛的新闻预检制度取代 "葡澳政府禁止民众

以 /救国 0, /救亡 0 /抗日0 /抗战 0 /日寇 0 /敌伪 0等文字标注内地的抗战形式及事件 , 当地

民众选择以 /救灾 0来隐喻 /救亡 0运动 (澳门日报 ,201 2:C05) "对于报纸等平面媒体,葡澳政

府延续了对于社团活动的限制 , 从1838年开始施行新闻检查制度 , 相关文字也禁止出现在版

面上 ,报纸在 /开天窗 0之外, 只能以 /X 0 /口0等符号间接的替代被禁止出现的文字 (澳门日

报,2012:C 05) ,如 /日军 0使用 /X X 0来替代 "这种新闻检查制度从1938年开始,延续到1966年

的 /一二三事件 0之后"宏观的新闻政策 ,影响记者的工作方式 , 以及报纸与政策互动应对,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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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表现在在新闻取舍以至于新闻文字的风格的变化, 因此有必要分析在这种特殊的 /孤岛0新

闻检查政策背景下,澳门报纸在新闻报道框架上的具体呈现 "

二 !研究方法

媒体再现现实导致人们片面认识周围环境, 而媒体的这种功能实现首先是通过对于新

闻事实以及其他信息的有效选择与放大来获得"这种选择及对应性突出处理, 就是动态框架

(fr am e) ,也就是 /选择认为的事实中的某些侧面并在传播文本中加以彰显, 以此来提升对于

特殊问题的定义, 归因解释, 道德评估, 或者推展被描述的个体 0 (Ent am an ,1993 :52) "在新

闻微观采访与写作上,记者可以对于复杂的社会现实从多角度再现, 如战略和政策 ,道德和物

质,事件或主题 (Shah , Kw ak , Sehm ierb aeh & Zubrie,2004) ,在理论与实践上每篇新闻

都是对个体事件与再现手法选择的过程"从宏观上看, 报纸整体的框架过程是个体新闻选择与

区分优化的过程,也就是对于社会的议题的选择与整合及在煤体空间上或强化 ,或弱化展示的

过程 "也可以认为报纸编辑框架是一种对于社会议题的一种呈现偏见(es ta bl is hi ng bi as ), 是

编辑部对于新闻扮演 /把关厂 的具体形式 "与微观的个体新闻报道同理, 报纸的宏观编辑框

架可以从多个层面得以表现, 比如同一条新闻不同报纸编排在哪个版面或同一版面的哪一位

置,都反映了编辑的整体框架理念 "

以前的报纸研究集中于微观的具体新闻框架分析, 对于报纸的整体框架定义解读重视较

少, 测量框架的类别编码解读也较戈 新闻框架研究可以以单个体的新闻报道为分析点来对内

容进行编码 ,也可以在总体上对报纸的编辑手段表现出的类别进行挖掘,从而探索报纸总的编

辑架构方式, 进而分析报纸在进行报道时的核心理念 "本文的编辑框架研究, 重点关注的是在

版面上各种报纸文字与其他信息元素是如何被互动展示的 "由于报纸的版面设置及编辑的因

素是常规(ro ut ine) 与相对固定(co ns ist ent )的工作,对干同类新闻题材的不同新闻信息在版面上

的总体处理方式变化细微,所以本研究的编辑框架分析主要采取质化方法进行分析归结, 对于

具体的版面内容同时进行简略的文本分析"

本文在对澳门报纸尽可能使用随机抽样的方法, 但是澳门在抗战时期的很多报纸付之阔

如,这限制了对于随机抽样设计的实现 "应对这种资源状况, 本研究只是随机抽取了现存的澳

门 / 5市民日报 6 0! / 5复兴日报 6 0及 / 5复兴晚报 6 0, 其中 5市民日报 6抽取了60期,时间跨度

为19 44年明 到1945 年8月"5复兴日报 6在抗战末期的1945 年明 21 创刊, 所以其从创刊到抗战胜

利的当月16 日都被抽取 , 5复兴晚报 6也抽取了相同时期的样本"这种抽样方法, 比较客观地反

映了可以获得的澳门报纸的情况 "但是基于这些样本的编辑框架状况的研究发现 ,可能受到报

纸代表性的程度的制约,其他的澳门报纸在这一时期偏离于发现的编辑框架 "

三 !国际新闻优化编排

新闻的内容及编辑框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其中资源的丰富度是其中重要的一种"

这种资源包括人力资源 , 如记者编辑的多寡及其个体对于新闻事件的敏感度及把握程度 ,也包

括报社拥有的财力物力,是否能够保证新闻的采访写作有效地得到执行 "另外这种资源 , 也包

括报社外部的社会环境, 如法律的限制与政府对于新闻自由的限制,后者是制约新闻采写的重

要因素, 虽然这一环节经常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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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际新闻的重视并非意味着澳门报纸趋向于特派记者采访战事, 而是指该地区的报

纸善于充分使用外来的稿件资源,通过编辑部的突出处理, 来弥补报社内部资源的不足, 同时

也满足澳门读者对于抗战有关新闻事件的关注,以扩展报纸的发行量, 或在客观上支持中国以

及其他国家的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同时在这一时期, 由于香港的陷落,澳门成了远东地区与欧

美各国信息交流传递的 /中间站 0,各种消息在此停留并转发各地 (查灿长,2006) "澳门报纸在

这一时期的国际报道, 通常是采用各国际通讯社的稿子, 如1945 年2月旧 的国际新闻版有关于

美军在太平洋反攻的一组集纳报道, 稿件来源有 /珍珠港电0, /路透电0 /菲岛麦克阿瑟总部

电0"

对于国际新闻的突出编排首先表现在有关国际新闻报道占了报纸相当的版面 "在 5市民日

报 6的版面上, 国际新闻通常占据报纸的第四版的整版篇幅, 5复兴日报 6和 5复兴晚报 6在二

战后期甚至分别使用两个版面来报道各地战局 ,而报纸当时通常只有四个版面"相对的, 5市民

日报 6上本市新闻往往占据头版下半部分四分之一的专栏位置 "从每一篇稿件的字数看, 国际

新闻最常见的形式是以集纳的方式,将相关的新闻组合为长度超过千字的报道, 而本市新闻则

往往是离散的多则三四百字, 少仅有几十字的 /豆腐块 0 "如19 45 年2月旧头版的一条新闻, /建

筑行同人 庆祝鲁班诞 0整片报道只有76 字"在 5复兴日报 6和 5复兴晚报 6的版面上, 国际新闻

通常被放在头版的位置, 本埠新闻则退居二版 "

更重要的是 ,在新闻题材上国际新闻版面也是最丰富的, 不仅有消息与通讯 , 而且往往

配有评论 , 以显示编辑部对于国际问题的重视 "评论的主要功能常常是新闻不能替代的,

它提供了交换信息与观点的平台,并且通过展示立场给社区树立报纸作为意见领袖的角色

(H yn ds , 19 94 ) "如 5市民日报 6在1945 年左右每天设置 吟 日世界 0栏目, 对于最重要的有关二

战局势的新闻事件加以评论 , 表明编辑部对于国际时局的态度和立场 "19 45 年 ,世界反法西斯

国家巩固联盟 ,通过会议来积极讨论战后如何应对复杂的局势 , 2月l日的 5市民日报 6即发表题

为 /伐交 0的评论文章, 为读者对这种联盟的角色与运作加以解读 "而配合欧洲战场苏军即将

围攻柏林及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积极反攻, 19 45 年2月2日的 5市民日报 6配发了题为 /天地人

与点线面 0的评论 ,文字充满了对正义事业胜利的乐观评估 "再如1945 年7月24日的 5复兴日报 6

的头版头条是 /杜鲁门将提出讨论远东作战问题 0, 并在同一版发表有关欧洲局势的社论 /地

中海是谁的海 0 "在新闻版面上配发评论 , 直接反应了报纸编辑部对该新闻题材及版面的重

视 "

对于国际新闻的突出编排还表现在编辑手段的多样化 "20 世纪中叶的报纸还没有进人图

片优先的时代, 大多数的报纸版面上文字通常占据压倒性的优势,而图片新闻,包括新闻照片与

新闻图标是非常罕见的新闻表现材料 "展示新闻的重要性, 通常是以标题字号的放大与新闻在

报纸编排位置上的提升来实现 "这种报纸的编辑总趋势, 被适用于澳门的所有报纸 ,以及主要

的报纸版面"但是 ,新闻编辑的通常手段在国际新闻版面有了显著的变化 "这种特色的最显著

的例证是新闻照片的大量使用 ,如19 45 年2月2日的 5市民日报 6在第四版的国际新闻版 , 编排了

六张照片来配合欧洲六国即将全面解放的报道,而在同日该报的其他3个版面上, 却无一张新闻

照片"

在新闻照片之外,澳门中文报纸对于新闻图表也有了较多的使用 "在1945年2月2日的版

面上 , 发布了题为 /马尼拉与星家坡距离图 0的地图图表 , 来方便读者直观地阅读 /美军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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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拉廿五里 复登临克兰地岛0新闻"地图图表是信息图片 (inf 盯gra phi c) 的一种形式 ,后

者使用图标设计来展示新闻信息, 显示的更深的是编辑的强烈的主见与态度而不是技巧 (de

Va ri es , 2008) "在报纸的资源还没有丰富的时候, 使用新闻图片与信息图片表现了报纸对于该

新闻的重视 ,以及希望引起读者的深度解读分析"在当地新闻版面中, 所抽取的报纸样本很少

有新闻配了这样的图片信息报道 "这种报道模式是当代报纸编辑手法中, 简化传播过程的常用

选择 "在澳门报纸的二战报道中得到有效使用, 同样显示了报纸的编辑方针中对于国际新闻,

特别是战事新闻的重视 "

国际新闻强化处理,还表现在标题行数频繁使用多行题,如1945 年7月25 日的 5复兴日报 6

头条新闻使用了四行题, /历史性之国际间会议 (引题)杜邱史首次会晤 (主题)杜鲁门邀请史

达林共进午餐,丘吉尔访美总统作愉快谈话 (双副题) 0"标题行数的增多, 与当地新闻的标题

的弱化编排形成很大反差 "国际新闻版面标题的字号也经常比正文的字号显著突出,甚至常常

超过头版中 /市闻 0的新闻标题磅数 "在内容处理上, 国际新闻的标题往往更有创造性与美感"

相对于本市新闻的标题平铺直叙, 中规中距的将新闻事实提炼出来, 国际新闻更加富有变化,

在表现手法上常常力求出新 "比如1945 年2月日的 5市民日报 6的英美苏三国首脑的雅尔塔会谈

的预测性报道,其新闻标题就富有韵味,标题以 /谜0为总主题, 副题是 /三巨头会晤, 事件:快

了快了;地点:未知未知 0,形象地点出了众人关注的三方会晤扑朔迷离 "

国际新闻在版面上的优势地位与编排手法多元或与澳门的新闻自由度有关"相对与本地新

闻, 国际新闻似乎更容易通过严格的检查, 因为其内容与读者的存在低接近性, 降低了市民的

对相关政治的参与, 相对与当地新闻难以影响有关政府统治的社会舆论"从生存考虑, 澳门报

业通过自我审查, 选择对市民影响 /低烈度 0的国际新闻是安全的策略"另外, 与别的地区不同

的是, 虽然澳门的报纸主要依靠经营来维持生存与发展, 但是长期以来报业及其它新闻媒体接

受政府的部分资助 (李小勤, 201 1;吴文博 ,2009 ) , 这种情况延续到澳门回归以后 "政府的资助

也衍生了澳门报业一个现象, 虽然市场狭小, 澳门长期以来存在着种类繁多的报纸 "为了维持生

存, 澳门的中文报业在这一时期难以在新闻编辑上与葡澳政府的政策冲突 "

四 !中国内地新闻国际化调适

抗战时期的澳门报纸通常有四个版面,通常包括当地新闻版, 国际新闻版和副刊版 "相比

于新闻版面, 副刊在当时的报纸中占有优势,例如 5市民日报 6有两个版, 5复兴日报 6和 5复兴

晚报 6都有一个以上的版面来刊登副刊信息 "具体的版序设计, 各报有区别, 5市民日报 6头版

为市闻版, 二三版是副刊, 四版则是国际版 ,而 5复兴日报 6经常将本市新闻放在二版 "但是澳

门的报纸在当时往往没有专门的国内新闻版 , 相对于四分之一以上的版面安排给国际新闻 , 澳

门报纸在这一时期对于中国内地新闻的弱化编排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今天的澳门报纸非常重

视中国内地议题, 以及香港以及台湾地区的新闻"例如在澳门工作日的 5澳门日报 6一般有两个

版面来报道中国内地新闻 ,对于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新闻事件也会会各有一个整版来报道"对于

抗战之前机胜利后的澳门报纸版面简略审视可以发现 ,中国内地新闻也有专门的版面来解读 ,

显示澳门在抗战期间国内新闻的弱化编排是有特殊原因的, 而并非归因于编辑方针的刻意为

之 "

没有专门的版面来容纳中国内地新闻,并非等于国内新闻在澳门报纸版面的缺失 "根据所
13 8



国际新闻界201 3.01 新闻史研究

抽取的报纸样本分析发现 ,报纸对于全局性的国内问题还是给予了充分的报道,有关中国民众

抗战的报道是报纸的常态内容 "这些新闻或这是中国内地战事的报道,或者是日本侵略者在中

国的杀戮与掠夺;在抗战后期, 占多数的报道是报告中国内地陆续光复,盟军推进, 及各地民众

的庆祝报道 "但是这些报道通常出现在国际新闻版, 与世界各战区的报道一起 ,成为再现全球

反法西斯事业的组成部分"而且, 这些新闻并非由本埠或本报记者在战地采写发回, 其来源是

世界各大通讯社的供稿 "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可以解释为由于 /孤岛0形成,澳门与中国的其他

地区被人为的隔断了联系, 战地采访对于资金人员匾乏的澳门报纸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而其他各国的通讯社或者是国内的通讯社有效的弥补了这个缺憾 "澳门与在香港1842 年开埠以

后, 经济始终处于衰退之中,新闻媒体的资源势力也无法与香港相比 (谭志强,2009) "在缺乏有

力经济支撑的背景下, 新闻的采访必然遭遇障碍"今天的澳门报纸都重视中国内地及港台地区

的新闻,除了派驻记者采访外,也同样依靠当地的通讯社或煤体来提供稿件,但是这些稿件绝

不可能与国际新闻混合编排在一个版面上 "

从另一方面看,澳门是东西方文化融汇的中间站, 在抗战时期将中国内地新闻与国际新闻

整合处理,体现了这种文化融汇"对澳门当代英文报刊的最近研究发现, 这些报纸对于新闻有

全球在地化的特征:当地新闻通过国际通用的方式达到普世化;而国际新闻也通过语言调式

达到了当地化 (loc al ize d) (林良玉,吴枚,201 1) "抗战时期的澳门中文报业印证了这种签 球在

地化 0即新闻处理中将全球化与本地化再现战略融合为一体的理论 (林良玉,吴枚,201 1) "澳门

的中文报纸虽然以华人为主要读者,其新闻选择也以与市民具有地缘相连或文化相通的新闻

为主,但是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开放性的特点,使该地报纸在编辑时自然地将签 球化 0与 /在

地化 0结合起来 "在具体实现上,澳门的国内新闻有了国际化的背景,甚至淡化了国际国内的界

限 , 将 /市闻 0之外的新闻事件都在国际的大背景下加以解读 " /孤岛 0的特殊环境使得这种给

编辑策略 ,有了更现实的实施空间"

五 !本地新闻淡化政治议题

重视民生, 特别是华人中的市民阶层, 长期以来是澳门中文报业的核心价值 (吴文

博 ,2009) "澳门的居民构成长期以来表现了去精英化的特点 ,收入中下的普通市民是其人员的

主流 , 在抗战时更是涌入很多中国内地难民"而且 ,长期以来澳门社会的华人与葡澳政府之间

的沟通是分离与迟滞的, 以华人地位的低下及怀疑政府统治的合法性为特点 (LO ,2009 ) ,这种

情况造成了华人在葡萄牙殖民时期保持了独立的社会心态 ,也就使该地华人都在政经身份相似

的情况下,成为一个紧密地社区,而华文报纸即服务这一社群 "作为商业报纸, 澳门的报纸即使

是处在 /孤岛0的特殊社会环境下,也依然把新闻编辑的战略定位于服务于普通的社区成员,而

不是极少数社会精英或是居于统治地位的葡人"

但是, 澳门报纸在这一时期 ,对当地新闻的报道从数量上来看还是非常有限的, 在新闻报

道的深度与厚度上与国际新闻相比也有很大不足 "19 45 年2月1日的头条新闻是 /一元慈善奖券

(引题)今日午间开彩 (主题) 0,在同一版面上还刊发了另一条主题及内容角度非常类似的新

闻 /南湾良友球场公开搅球 (引题)四万元巨匠将可决定谁属 (主题) 0 "次日的报纸延续了前一

天的报道 ,头条是 /一元彩券昨日已开彩 (引题)头奖七二九二六 0 "这一方面可以解释为编辑

解读认为读者对于彩券相关信息的关注与兴趣 ,报纸也迎合了这种受众需要, 重视实用新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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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发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解释为澳门报纸,在这一时期新闻报道的匾乏, 编辑只能对有限的

新闻资源进行发掘 "有限的版面来突出处理相同主题的新闻,也意味着很多别的的新闻主题没

有了与市民接触的空间"第二条新闻是 /本月十一日起 (引题)葡人狂欢节 (主题)政府机关衙署

一律放假 (副题) 0, 显然政府有关的新闻被放在次要的位置"
在二战末期澳门报纸上的本埠新闻越来越多, 虽然不能与国际新闻的位置竟争,但是这种

增加或许反映了报纸资源的增加 ,以及报纸编辑方针对于此类新闻的重视 "在 5市民日报 6上,

这些新闻被置于头版上仅次于广告的版位,位于版面下半部分"而新闻照片也开始在本埠新闻

版面出现, 而这在以前通常是国际新闻的专利 "如19 45 年明 26 日5复兴晚报6的的 /本澳新闻 0

版,刊登了两张新闻照片 /市公局长巴路士0和 /商会主席高可宁0"虽然这些照片多是大头照,

不能提供与新闻事件有关的直接信息,但是新闻照片在本埠新闻栏目中的出现, 也显示了该新

闻题材地位的上升"而明 21 的 5复兴日报 6, 配有短评从之患0"

当地新闻更在抗战即将胜利时显著增多"相对于19 45 年2月初在一版有三分之一弱的版面

刊登 /市闻 0, 1945 年明 l日5市民日报 6用了一半以上的版面报道发生在澳门的新闻事件"这些

新闻包罗万象,但若以今天的新闻分类来定义, 8成依然可以归于社会新闻的范畴 "它们既有当

时澳督庆祝执政周年市民参与的报道,更有像 /望厦米站照常售米 0的短讯 ,甚至连 /奴弥士医

生休假一月0这样普通人活动的信息也被刊登 "这一方面说明澳门的报纸在抗战末期越来越重

视当地新闻, 表现为新闻量的显著增多,但另一方面似乎也显示报纸的资源 ,还无法在短时间

内满足这种新闻量的需求, 所以在新闻选择上难免降低标淮, 将一些新闻价值较低的新闻也

加以播发, 当地新闻在总体质量上还有待提高 "

抗战末期的澳门报业,对于新闻的选择延续了轻政治重民生的原则 "当地新闻内容以市井

百态而非政治新闻为主,体现出对于澳门小城市民的倚重与人文关怀"如1944年12月26 日的 /昨

日圣诞难童皆欢喜 (主题)分派难童餐秩序良好(副题)0延续了上一日同一主体的报道, 在圣诞

节这一西方人的传统节日里, 将此新闻突出放在头版头条位置, 体现了报纸的市民情慷 "相对

于普通人常常占据条新闻位置,传统的精英阶层的新闻却常常居于次要的位置,如 /公务员之更

调 0的新闻,被放在 /万余元矩窃案昨日在法院审讯 0的消息之后的位置 "而如果是精英阶层被

放在头条位置上, 其新闻主体也往往是与民生有关的, 通常是新闻中的主角做出了有利于市民

的工作, 如 /督查嘉路士病逝 在警界著有功勋闻者无不惋惜 0"可见, 澳门报纸一直保持着这

种贴近市民的编辑方针 (李小勤, 201 1) , 是与澳门这座小城的市民社会安闲平和与世无争的风

格是紧密相连的"直到今天,相对于香港报纸的关注政治指点政府管理相比,澳门的报纸依旧

是朴素和本源的 "

六 !结论

澳门中文报业由于居于东西方交流中点的特殊区位 , 具有了国际化与本地化的特色"这种

国际化首先表现对于国际新闻的重视, 而与其文化相通的中国内地新闻着力较少"同时,这种

编排也应该考虑到抗战这一特殊时期的影响, 我们可以将中国内地新闻在这一时期的淡化处

理,部分归因于日本占领周边地区造成的 /孤岛0,后者隔断了澳门与其他地区的联系, 而葡澳

政府当时的新闻检查也恶化了这一新闻环境 "澳门报业在该时期的新闻编排有些过度的 /全球

化 0框架, 是被动的而非在资源充分背景下的主动选择,是非常时期应对恶劣环境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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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报纸编辑部门从新闻选择与处理上对于复杂的新闻资源通过框架加以简化的过程 (Li &

Li u ,201 0) ,是 /孤岛0报业应对环境进行调适的一个维度表现 "

另一方面, /孤岛0的现实语境也使得当地新闻的选择与编排上呈现了去弱化及去政治的

特点"在抗战时期,澳门的新闻界为反侵略的各界人民提供了精神和道义支持,但是澳门本地的

狭窄市场促使报业必须采取有效手段来维持生存,而 /孤岛0的封闭环境使这种生存的压力加

剧, 造成澳门报纸在这一时期的频繁业务变更 (吴文博,2009) "选择民生新闻,甚至是市井社

会新闻, 而淡化政治议题,可以更大可能地消除报纸与葡澳新闻检查政策发生冲突的几率 ,从

而维护报纸的生存空间 "缺乏编排效果的实证数据, 我们现在难以考量这种编排模式对于澳

72报业的运营有何具体影响,但是从抗战时期的许多报纸在战后继续出版来看, 这种编辑框架

对其生存产生了实际的效果 "

(责任编辑: 毛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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