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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的作者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这样描述

我们的时代，“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①一次危机发作如同

一次火山爆发，促使社会系统遭遇危机状态。掌握着一部分

界定、报道、化解危机权力的大众媒介，如何能够真正有效

地减弱危机频发带给人类身心的恐惧和苦痛？心理学家告

诉我们，减少恐惧和苦痛最有效的方法是直面事实，探究真

相。如此，以真实、客观为准则的大众媒介则应在再现危机

的媒介话语中发挥社会建构作用，以此抚慰人心，安顿民

生。本文选择从媒介话语生成的微观角度，从新闻文本的结

构和组织策略出发，探索格局、主题、言语反应如何弥补理

性裂痕，培育解读当下放眼未来的风险意识。

第一时间之外：完构新闻格局

新闻格局，英语对应为 News Schemat a，也被翻译成新

闻图式。新闻格局由心理学及认知科学领域一个重要概念

“格局”发展而来，荷兰语言学家冯·戴伊克将其引入了新闻

领域。他指出：“我确信，不论从实证角度，还是从理论角度，

我们都有理由假设新闻格局是存在的。这种新闻格局可以

描写为话语的抽象结构特征，或者再现，或者社会共知的、
使用新闻的规则、规范和意识形态系统。”②

新闻格局是新闻话语的常规范式。所谓常规范式，是指

新闻格局应当是新闻话语生成的基础性和共识性策略。但

与这个常规范式相比，“第一时间”报道显然更加受到媒介

追捧。这与人们对于危机特征的认识层次有关。詹姆斯·鲁

宾逊和查尔斯·赫尔曼对危机有一个经典界定，给出了构成

危机的三个要素，即目标受到威胁、作出反应的时间有限、
意外性。③这种偏重危机特征的认识显示出人们对于危机客

观力量的关注，营造了要求媒介迅速介入报道的压力环境，

也产生了通过信息的及时补充来减少危机破坏性的媒介认

同，因此“第一时间”报道被确立为危机话语的黄金法则。学

者刘建明肯定“第一时间”报道既是信息发布提速的代名

词，也是遏止不良信息扩散的监控力。④

“第一时间”报道作为话语生成规则在危机话语中获得

普遍认同自有显著的价值和意义，但是面对成因复杂，性质

敏感的危机事件，媒介的话语生成规则不能只局限于此。哈

贝马斯指出，从客观角度看危机表现出“系统整合的持续失

调”⑤，而从主观方面看危机与主体的卷入密切相连，也就是

说只有社会成员感受到社会认同的威胁才能够说危机产

生。由此他特别强调通过话语行为及其体现出来的逻辑性

来重建社会认同，从而真正地解决危机，即“能够用来讨论

‘社会矛盾’的逻辑应该是一种在言语行为和其他行为中所

使用的命题内容的逻辑。”⑥单纯地强调“第一时间”报道只

是增加了传递危机客观力量的时效性，而在有些情况下一

味求快却可能适得其反。从“富士康跳楼事件”可以看出，媒

介在缺乏完整新闻格局意识下迅速地捕捉跳楼信息，极易

造成社会恐慌并被指责诱发“维特效应”，不仅不利于媒介

形象建构，甚至扩散了危机的破坏力量。因此，在“第一时

间”报道之外，面对危机，媒介应确立的首要话语规则应是：

通过建构完整的新闻格局，培植一种整合性的话语认知系

统，从而恢复受损的社会心理机制，建构新的社会认同。
新闻格局具体通过标题、导语、故事、背景、情节、结果、

反应、评价等范畴的演绎构建话语系统。对新闻话语长期关

注的学者曾庆香认为，一则新闻里包括所有的范畴才能够

体现新闻格局的完构性。⑦完整的新闻格局所构建的话语系

统提供了完整的认知结构，有助于全面认识危机事件。获得

新闻格局、主题与言语反应
——— 媒介危机话语生成要略

□苏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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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0 年普利策突发新闻奖的《西雅图时报》给了我们重要

启示。克莱蒙斯袭警事件发生在早上 8 点 1 5 分，《西雅图时

报》1 0 点 1 4 分就发出了第一份电子邮件警报，并于当天在

线发布了 36 则以上信息。《西雅图时报》的报道很好地诠释

了“第一时间”报道，然而普利策评委会则更看重“全面的报

道”。新闻格局的完构性比新闻格局本身更加重要。因为在

实际中，比较容易实践的范畴是标题、导语、故事，而其他范

畴则需要记者投入更多精力。危机情境的特殊性增加了调

查采访的难度，也容易造成对一些范畴的忽视。偏颇的新闻

格局实践导致了媒介对危机的成因等复杂命题很难进行深

入探讨，而对一些肤浅的表象问题往往花费太多笔墨，并造

成一种“媒介狂欢”现象。完构的新闻格局重视各范畴的实

践，主张在新闻话语中充分实现各范畴的平衡。
在危机话语生成中强调新闻格局的完构性，不单在于

维持一种表象的平衡，而根本的目的在于达成共识。哈贝马

斯强调危机本身蕴含着规范的意义，因为攻克危机需要提

供新的价值认同来化解危机造成的认同性困难。罗森塔尔

也提出危机严重威胁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基本价值规范。对

共识的强烈诉求也符合新闻格局定义的后半段，新闻格局

一方面是话语的抽象结构特征，另一方面也是约定俗成的

新闻规范系统的再现。因此新闻格局及其完构性在媒介危

机话语生成中的重要价值在于：面对复杂多变的危机，在媒

介话语中积极主动地体现一种整合型的认知结构和客观公

正的共识认同。台湾学者翁秀琪谈到新闻报道是一种媒介

真实，新闻事件是一种社会真实，媒介总是通过符号或者话

语来反映社会真实。但是社会真实的“正身”无法验明，人们

感知到的社会真实，是某种建构的结果。媒介真实正是一种

重要的建构方式。⑧媒介的建构要产生真实性、客观性效果，

在主、客观的辩证关系中尽可能地反映社会真实的多个面

向，这既是一条有效的话语规则，也是新闻格局的意义。

天灾抑或人祸：主题的设置与实现

主题是话语表达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是话语的纲

要和主旨。费尔克拉夫认为，“所谓话语，是对主题或者目标

的谈论方式。”⑨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主题对于话语的重要

性恰恰在于那种统辖和引领作用。主题的确立实际上对事

实的选择作出了区分，媒介迅速地将危机重组为话语。这样

做的好处正如麦库姆斯所言，媒介对主题的精确设置实际

上向受众传达了一种强烈的信息，告诉他们当前最重要的

是什么。⑩

面对危机事件，媒介话语的主题设置首先要考虑的是

危机的性质。危机按照成因可以分为天灾与人祸两大类，

天灾由自然力导致，人祸为社会性灾难。在媒介话语生成

中应充分考虑危机性质与类型的不同，对主题选择作出不

同的安排。《塔斯卡卢萨新闻》对待飓风袭城报道设置了两

个主题，一为“飓风来袭”，二为“我们不能掩埋我们自己”。
“飓风来袭”主题突出了自然灾害类危机通常强调的报道

重点，即客观全面地报道灾难事实。“我们不能掩埋我们自

己”则充分显示了主题立意表达灾难新闻常见的价值诉

求———人文关怀。而《西雅图时报》对克莱蒙斯袭警事件的

报道则围绕一个主题，即屡屡犯罪的危险分子克莱蒙斯为

何能够获得保释？进而造成袭警恐怖事件？由此可见，对待

自然性危机，媒介话语重在呈现；对待社会性危机，媒介话

语重在反思。
主题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一种层级结构组织，具有等

级特征，并有中心主题和次级主题的区分。中心主题往往通

过标题表达或者暗示，也可以通过删略原则即删略掉不影

响内容理解的信息得到中心主题。
次级主题的结构有两种，纵向结构与平行结构。纵向结

构体现主题结构的归属性，低级主题可以归属到高级主题

中去。平行结构体现主题结构的组装性，通过平行关系主题

组装丰富更高级别的主题。对于人祸，主题偏向纵向结构，

探寻危机成因。克莱蒙斯袭警案中，次级主题沿着两个方向

纵向发展，第一方向是追问谁放走了克莱蒙斯？这些次级主

题讨论的是系统失控问题；第二个方向则从人道关怀的角

度深刻反思了惨剧发生的人性危机与危害，如克莱蒙斯的

性格成因，精神危机，被杀警察的家庭关系等等。而天灾往

往由不可知力量导致，因此主题偏向横向结构。危机的发生

发展反映了时间的连续性，而归属性和组装性的结构发展

打破了这种连续性，前者从话语深度上，后者从话语广度

上，使媒介话语不按照时间顺序编码，打破了事件固有框

架，组合了能够直接揭示最高主题的事件。
主题的实现最终要落实到具体的句子和情节，这体现

了新闻话语的详述原则。详述原则按照从重要到次要，从高

层次到低层次的顺序详细表达信息；对事件的发生时间、地
点、性质、情势、影响以及参与者的相关信息详细表达；循环

陈述主旨性信息；通过言语反应对记者不便言及的主观感

受、评价性信息进行反映。

谁在生成话语：言语反应及其功能

新闻话语与其他话语类型的区别在于其生成者是多元

的。媒介是新闻话语的授权单位，记者是新闻话语的组装

者，各种新闻来源作为新闻事件的实际介入或者参与者成

为了新闻话语的生成者。新闻来源所拥有的新闻信息经过

记者转化成了新闻话语，言语反应便指这类被记者转化了

的语言信息。言语反应英语对应为 verbal react ion，也可翻

译为口头反应，指的是新闻事件直接参与者的言语信息，它

是后果范畴一个重要的下属范畴。危机所引起的灾难性后

果影响范围与程度往往超过危机本身。因此在媒介危机话

语生成中后果范畴的建构就显得非常重要。后果范畴属于

新闻格局的组成部分，表示由主要新闻事件引起的主客观

结果。危机必然带来如环境破坏、财产损失、系统毁损等客

观问题，同时也会带来心理失衡、情绪恐慌、共识困惑等主

观问题。后果范畴除了记者通过观察、调查行为进行自建构

外，还会通过言语反应的方式进行他视角呈现。
言语反应一般会顺应新闻价值规律，重视权威人物和

权威机构的话语信息。曾庆香指出，“新闻中真正的说话者

是各种各样的处于当权者位置的新闻来源”。輥輯訛权威人物和

权威机构掌握着话语权力，引用他们的信息将增加新闻话

语的权威性和说服力。特别是在危机报道中，由于权威人物

和权威机构往往比普通公众对危机的情况掌握得更加全

（下转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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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重视他们的言语反应能够帮助记者呈现危机成因，揭示

敏感问题，并对事件作出客观、可靠的评价。
危机的爆发、处置、善后都备受公众的高度关注，其后

果和影响也具有扩散性，如果能在媒介危机话语生成中重

视亲历事件的普通公众的言语反应，将会增加媒介话语的

沟通效果。媒介、记者或者权威人物都只承担着一部分话语

建构责任。普通公众的描述在危机报道中变成了鲜活的、清
晰的危机场面，带给读者直观真实的危机感受。例如 201 2

年普利策突发新闻奖作品飓风袭城报道中的一篇文章《生

还者爬出碎石堆》，采访了 1 6 位亲历飓风灾难的生还者，引

述他们的话，再现灾难来袭时的场景：“树根被拔起。每个物

体都在移动。房子被破坏了。我们不得不从窗户爬出去”；
“我转过来看见一团黑云落下并贴近地面。其余两个烟柱在

旁边出现”；“我看见它正朝我们而来并且将碎片吐到各

处”；“我姐夫喊着并说它直接冲着我们而来，我往窗外看去

发现它在湖上盘旋”；“它特别巨大，你所能看见的只是黑色

的，而它将树木和物品吐到各处”。这些言语反应从不同侧

面对飓风来临时的可怕景象进行了描述，呈现了危机的客

观现象和细节，使读者获得直观真实的体验。
从宏观角度看，言语反应对主题的实现也有重要价值。

言语反应会配合主题，呈现相应的言语信息，在克莱蒙斯案

报道中针对罪犯犯罪历史和背景、美国司法制度漏洞等主

题，言语反应也相应地呈现了罪犯家人、被害警员亲友、司
法人员和政府公务人员的言语信息。其次言语反应还会反

复出现，强化主题，如针对霍克比对克莱蒙斯的减刑，其中

一组言语反应“那将是阿肯色和华盛顿两州刑事司法体系

一连串失误的结果”，被三次引用，暗示了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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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原则：

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当矛盾

在少数人操纵下开始恶化时，地方党政领导要统一指挥，大

胆工作，防止破坏行为的发生。各职能部门充分发挥作用，

高效开展处置工作。同时，党政部门要将责任落实到单位、
落实到人，不把问题推向社会。

防止矛盾激化原则。大部分群体性事件的性质仍属于

人民内部矛盾，在处置过程中要注意工作方法和策略，综合

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

法，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

盾，防止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
坚持“三个慎用”原则。“三个慎用”是指慎用警力、慎用

警械、慎用强制性措施。处置群体性事件要把握好时机和尺

度，既要防止警力和强制性措施使用不当而激化矛盾，也要

防止当用不用而使事态失去控制。要根据群体性事件的起

因、规模、影响以及现场情势和危害程度，决定是否动用处

置性警力、是否采取强制性措施以及采取何种强制性措施、
是否使用警械以及使用何种警械。

依法果断处置原则。在群体性事件中，既有群众合法的

行为，也有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国家的法律法规是处置群体

性事件的重要依据。对发生暴力行为或者严重损害社会治

安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群体性事件，要及时果断采取措

施，坚决制止违法行为，尽快平息事态。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变化规律，状态总是由有规则

有序向无规则无序发展，即由“低熵”向“高熵”发展。因此可

以确定的是，这种通过外力作用从而使系统在某个时期产

生“熵减”结果的方法，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符合热力学

永恒变化规律，只能起到暂时的缓解作用，系统发展的最终

结果，仍然要超越由这种表象的暂时的有规则有序向更深

层的更高级别的无规则无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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