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第 1 期 （总第 101 期）

摘 要：2012年 9月 15日，西安爆发了大规模的保钓
示威游行，期间，51岁的李建利因驾驶一辆日系卡罗拉而被
当时参加游行的蔡阳用 U型钢锁砸致重伤。这一事件引起了
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央电视台十三套于 9月 26日分
别先后在《东方时空》和《新闻 1+1》栏目对该事件进行了详
细报道。本文试从学理层面，以格雷马斯和布雷蒙的的叙事
理论为方法论，分析两档栏目就该事件报道叙事的基本结构
和深层意蕴，以便更好地理解电视新闻媒体报道叙事的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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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格雷马斯和布雷蒙

叙事学是在结构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叙事文本进

行研究的理论。格雷玛斯和布雷蒙是老一辈杰出的叙事学

家，他们对叙事文本和叙事话语进行了深入剖析和研究，使

得叙述学不但在法国枝繁叶茂，也辐射世界各国开花结果，

成为文艺理论界分析故事、话语的重要理论。
格雷马斯是法国叙事学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

将结构主义学者列维·斯特劳斯“二元对立”学说扩充、发展

为“四元”，创立了“符号矩阵”理论，使得叙事分析的实现更

为全面和完善。克洛德·布雷蒙认为，故事的基本单位是故

事原子，也就是三个功能，三个功能一经组合便是基本序

列。任何故事，无论怎样变化, 从逻辑可能性上看，无非就是

由上述三种功能组成，并再由基本序列互相结合产生复合

序列。
二、具体文本分析

（一）“李建利”事件报道叙事中的“符号矩阵”
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是一种具有逻辑———语义特征

的意指结构的组织形式，其中包含三组相对的角色类别，分

别是主体和客体；发出者和接受者；助手和敌手。格雷马斯在

剖析具体叙事文本中人物复杂的关系时，将对立和矛盾的关

系引入各项，在人物形象分析和深层内蕴挖掘层面更为深

入，且被广泛应用在叙事文本的分析上。格雷马斯在《论意

义》中将“符号矩阵”基本结构表述如图 1[1]所示：

在这个基本结构中，S1 与 S2 是语义轴 在内容层形式层

面上的两个相反义素，S1 与 S2 则是分别与 S1 与 S2 相矛盾

的对立项。在格雷马斯看来，故事起源于 S1 与 S2 之间的对

立，任何故事一开始也都是为了解决 S1 与 S2 之间的矛盾，

在此过程中产生的 与 推动着故事向前发展。
1.根据格雷马斯的这一理论，笔者首先尝试对《东方时

空》栏目关于“李建利”事件的报道，按照逻辑的对立、矛盾、
包涵等关系来阐释，如图 2 所示：

“李建利”事件中，可以找出四种主要人物形象：受害者

（李建利）———，施暴者（蔡某）———，游行者(围观者)———，施

救者———（灰衣男子、出租车司机）。这四个人物形象中，《东

方时空》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受害者与施暴者的对立关系、受
害者与施救者的包涵（互补）关系、受害者与游行者之间的矛

盾关系，这三个维度上。
（1）受害者与施暴者的对立关系。受害者李建利由于在

西安保钓游行当日开了一辆日系车而与参加游行的蔡某发

生冲突导致其颅脑被蔡某重击而伤。他俩之间的对立是《东

方时空》整个报道叙的核心，也是其最主要的叙事线索。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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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格雷马斯“符号矩阵”模式图

图 2《东方时空》报道矩阵模式图
注：箭头表示作用关系，无箭头表示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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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围绕这一对立关系，一方面向观众呈现了施暴者蔡某施

暴过程的残忍与血腥，一方面呈现受了害者李建利遭受袭击

后的血流倒地，使得观众在节目一开始就将目光聚焦在这对

新闻人物的矛盾冲突上。
（2）受害者与施救者的包涵关系。李建利与蔡某发生冲

突时，现场特别混乱，当他被蔡某用 U 型钢锁砸得血流倒地

时，他的妻子大声呼救，现场却没人敢上前给予帮助,直到一

名身穿灰色短 T 恤的男子喊道：“先救人能不能行！都是中国

人。”[2]正是这样的声音号召起围观群众为李建利搭起救援的

桥梁。灰衣男和最后免费拉李建利去医院的出租车司机，他

们对李建利而言都是施救者。他们与李建利之间是一种包涵

（互补）关系，这一关系维度成为报道叙事的从属因素，推动

了事件的向前发展和演进。
（3）受害者与游行者（围观者）的矛盾关系。在“李建

利”事件人物形象中，受害者与游行者之间是一对典型的矛

盾关系。首先，对于李建利来说，游行人员的示威活动造成了

游行当日街道被堵，导致其车无法前进、后退和改道，最终在

滞留期间被蔡某所伤。其次，从另一方面说，正是当时游行队

伍中的人员和围观群众用手机、照相机等记录下来施暴者犯

罪的过程，才使得警方能根据这些资料对嫌疑人进行排查，

最终使蔡某归案。这一对矛盾关系，促进了报道叙事的主要

对立关系（受害者与施暴者）之间的冲突得到解决———施暴

者被通缉，受害者的权益得到维护。
2.西安保钓游行发生在中日因钓鱼岛问题的白热化期间，

加之日方购买钓鱼岛的闹剧，使得公众纷纷走向街头，用标

语和口号反对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彰显自己的爱国情怀。
这其中不乏少数不法分子在“爱国”的外衣下实施犯罪。《新

闻 1+1》紧紧围绕“犯罪：别披着‘爱国’的外衣！”这一主题，

突出“爱国”与“犯罪”这一对立关系，形成了如图 3 所示的叙

事矩阵图。笔者就“爱国———犯罪”这一主要对立关系做出三

个层面的深入分析：

（1）爱国是爱国，犯罪是犯罪。对《新闻 1+1》关于“李建

利”事件的报道进行深层结构分析，会发现整篇报道以“爱

国”和“犯罪”为主要报道义素，围绕“爱国———犯罪”这一关

系维度，组织报道的叙事话语。节目在一开始首先摆出“爱

国”和“犯罪”的矛盾对立关系，指出爱国就是爱国，犯罪就是

犯罪，它们没有任何关系。报道中主持人白岩松发出“当我们

表达自己的愤怒和我们声音的时候，在这种游行示威当中却

开始出现了披着“爱国”外衣公然的犯罪，这就是犯罪，跟爱

国没有关系。”[3]的声音，提醒观众，即使是在爱国的背景下，

或是在爱国心理的“驱使”下，故意公然破坏他人财产，蓄意

伤害他人性命的行为就是犯罪，跟爱国没有一点关系。同时，

报道用义素“爱国”与“非犯罪”之间的包涵关系，阐释了像李

昭、出租车司机、灰衣男他们，在非犯罪的前提下给予他人帮

助的行为才是爱国。
（2）由爱国到犯罪。既然“爱国”与“犯罪”是明显的对立

体，却为何出现了披在“爱国”外衣下的犯罪？节目中，白岩松

引用了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中

的一段话：“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他孤身一人的时候，他不

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

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当他成为群体一员的时候，他就会意

识到人数赋予它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

并且会立刻屈服于这种诱惑。”[4]有力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在

爱国的背景和心理下却实施了犯罪。同时，也向观众阐明:当

我们感觉愤怒或想表达某种声音的时候，游行示威是一种渠

道，但是如果越过了理性的河流，就是在滥用我们自己的这

种权利，而且很可能演变为犯罪。
（3）把犯罪从爱国中择出来。“爱国”与“犯罪”泾渭分明，

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么，如何把披在“爱国”外衣下的

犯罪择出来，纯净爱国空间？在《新闻 1+1》报道叙事的深层

结构中，还存在“非爱国”与“犯罪”这两个义素。结构图 3 中，

“非爱国”这一义素代表参加保钓游行示威但未对他人生命、
财产造成任何危害的人以及当时目睹车主被砸的围观者。他

们中的很多人用手机、照相机、摄像机等现代记录手段，留下

了施暴者的施暴行为，使得警方在侦查处理该案件时，能根

据这些证据和痕迹把犯罪嫌疑人择出来，达到“法可择众”，
让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这跟以前没有互联网、手机、照
相机、摄像机、街上探头的时候不同了，以前像这种情况可能

常常会法不责众，但现在的记录手段能择出犯罪者。所以，

“非爱国”与“犯罪”这一关系维度其实告诉我们：人多，再也

不能成为犯罪的保护伞。
（二）“李建利”事件报道叙事中的“基本序列”
布雷蒙在《叙事可能之逻辑》里认为，故事的基本单位是

故事原子，也就是三个功能，三个功能一经组合便构成基本

序列。布雷蒙分析的这三个功能，一是“目的”，二是“行动”，
三是“结果”。[5]他认为任何故事，无论怎样变化，从逻辑可能

性上看，无非就是由上述三种功能组成。此外，布雷蒙还列举

了三种最为典型的复合序列形式：“首尾”接续式（连接式）和

中间包含式（嵌入式）和左右并联式（两面式）。
1、《东方时空》报道的序列分析

根据布雷蒙的序列理论，我们首先对《东方时空》关于

“李建利”事件的报道进行分析。笔者认为“李建利”事件中的

功能一“目的”———传递“李建利”事件的信息(A1)；功能二“行

动”———通过画面、音频、文字及主持人的述评等对事件进行

报道(A2)；功能三“结果”———经过报道提醒人们爱国需理性

(A3)。所以，我们可以总结出《东方时空》对该事件报道的主要

基本序列是序列 A：A1→ A2→ A3。
布雷蒙认为，中间包含式序列的出现，是由于一个变化

过程要得到完善，必须包含作为手段的另一个过程，这一过

程又可以包含另外一种过程，以此类推。也就是说，在完善或

图 3《新闻 1+1》报道矩阵模式图
注：箭头表示作用关系，无箭头表示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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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恶化的过程中，包含所需要的协助过程，或者与之目的相

反障碍的对抗过程。从上文可知，《东方时空》栏目主持人张

泉灵在报道日系车主李建利被砸事件的主要序列是序列 A:

A1→ A2→ A3。但在报道过程中，主持人适时插入了西安小

伙李昭手举“前方砸车，日系掉头”的纸牌劝阻日系车辆掉头

的事件 (序列 B) 和免费送受害者去医院的西安出租车司机

(序列 C)，形成图 4 所示的序列结构：

所以，《东方时空》的报道叙事结构是由主序列 A 与序列

B 以及序列 C 组合产生的一个复合序列。序列 B 及序列 C

的嵌入不仅增加了报道的信息量，使主序列 A 变的丰满，也

使得整个报道更为平衡，报道视角更加全面。它不仅向我们

展现施暴者残暴、血腥这样一种负能量，正如张泉灵在节目

中所言：“一个人要无知、愚蠢和残暴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

手执利器对一个 51 岁的同胞下此毒手 ，也让我们听到像李

昭、出租车司机等施救者们理性和人性的声音，而这是一种

正能量。
2.《新闻 1+1》报道的序列分析

除了中间包含式这种复合序列，布雷蒙还列出另外一种

典型的复合序列———“首尾”接续式。这种组合关系是一种因

果关系，或者说是时空的承接关系，即一个故事的结束意味

着另一个故事的开始，上一个故事是下一个故事开始的原

因。《新闻 1+1》栏目对“李建利”事件的叙事报道也是一个

复合序列，跟《东方时空》报道不同的是它没有采用中间包含

式序列，而是一个“首尾”接续式的复合序列。
首先，我们来看《新闻 1+1》报道的叙事主序列 A′:

A1′(报道“李建利”事件)→ A2′(通过画面、视频、文字、评
论等传递事件信息)→ A3′(强调犯罪不能披着“爱国”的外

衣)。这一主序列 A′跟《东方时空》的叙事主序列 A 的功能是

一样的，它们都主要报道了日系车主李建利在西安保钓游行

当日被蔡某用 U 型钢锁砸伤的事情。不同的是《新闻 1+1》采

用了一个“首尾”接续式复合序列，使得报道并未只停留在日

系车主被砸伤这一简单的新闻事实上，而是又以这一事件为

由头，深入到如何对在反日游行当中被砸的车和店的赔偿问

题上来，形成了如图 5 所示的序列结构：

主持人白岩松在报道完日系车主李建利被蔡某用 U 型

钢锁砸伤的事情后，中间过度了这样一句话：“今天节目的最

后，我们还要关注一下在这样的反日游行当中，被砸的车和

一些店该怎么赔偿？这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话题 ，使报道由

序列 A′续接到序列 B′，开始了序列 B′的话题，也将整个

新闻事件深入到在保钓游行当中被砸车辆和店铺的赔偿问

题上。

游行示威当中，车被砸的日系车主伤不起。专家认为日

系车主的损失应该由保险公司赔偿，保险公司声称目前暂无

法索赔。《新闻 1+1》栏目针对这一情况，根据栏目记者对保

险公司的采访，结合《新京报》对该事件的报道，代表媒体发

出了一种新声音：第一，日系车被砸，首先应找打砸者索赔，

若打砸者无力赔付，当地政府应为自己对治安的管控不力导

致车主受损而承担适当的补偿义务。第二，如车主所购商业

险中明确包含“打砸致损”这一项，则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索

赔。这一声音既能引发公民及保险公司针对类似情况的赔偿

问题做出思考，同时也能促使当地政府在类似状况下如何维

护公共治安方面做出努力。
三、结 语

综上所述，首先，在格雷马斯的叙事学理论下，《东方时

空》对“李建利”事件的报道侧重对事件中人物形象的分析和

解读，《新闻 1+1》的报道则是注重挖掘人物形象下的深层内

涵。人物形象间的对立、矛盾和包涵关系其深层所指恰恰反

映的是人性中善、恶、道德和良知等最基本的素质。再者，结

合布雷斯的序列理论，我们会发现，不论是《东方时空》报道

中嵌入序列的插入，还是《新闻 1+1》中“首尾”接续式序列的

运用，都增加了叙事的信息量，深化了叙事的主题，有效结合

报道叙事主序列完成了新闻报道。
所以，笔者认为，虽然《东方时空》和《新闻 1+1》栏目对

“李建利”事件报道的模式构图和序列结构不同，但他们相互

补充，共同向受众传递了这样一个观念：爱国是一种正能量，

而非负能量，真正的爱国，需要尊重他人，敬重生命，而非越

过理性的河流走向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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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东方时空》报道序列结构图

图 5《新闻 1+1》报道序列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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