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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针对近年关于新闻叙事理论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忽视话语#叙事话语在新闻传播学

不同研究领域内的重大差异$本文辨析了%话语&词典意义与学科意义之间的异同$探讨了%叙

事话语&在经典叙事学与后叙事学中的重大区别$分析了%话语&%叙事话语&其后的哲学思潮

背景$在明确新闻叙事学的应用新闻学根本属性基础上$论述了%叙事话语&在应用新闻学与

理论新闻学或传播学不同研究领域内异同的科研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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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新闻叙事理论与在此基础上建构的新闻叙事

学!近年正在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的一个不大不

小的热点" 在#现代传播$!"#" 年第 J 期!专门探

讨媒体叙事理论的稿件就有 & 篇" 关于新闻叙事

的学术探讨!近年除了数量较为可观的论文外!学

术著述或亚学术著述几乎年年面世一本!!""J 年

有曾庆香#新闻叙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年有何纯#新闻叙事学$%岳麓书社&!!""H 年

有黎明洁#新闻写作与新闻叙述'视角(主体(结

构$%复旦大学出版社&!!""% 年有周雷#深度写

作)))新闻叙事修辞学例话$ %福建人民出版

社&!!"#" 年有蔡玮#新*新闻语体+研究$ %学林

出版社&" 不过!这些关于新闻叙事理论,新闻叙

事学的探讨!未能深入甚至于准确地区别核心概

念话语,新闻叙事话语与不同学科,哲学思潮互动

间所产生的差异!忽视了新闻叙事探讨中新闻学

与传播学之间!应用新闻学与理论新闻学之间的

同异!妨碍了新闻叙事学的科学建构及其研究的

健康推进" 在这样的情况下!辨析话语,新闻叙事

话语和不同学科,哲学思潮互动下的异同就颇有

必要"

一"话语的词典意义与学科意义

*话语+一词近年在新闻传播学的学术或专

业探讨中频频亮相!出现率不低" 不过!在不同的

场合!其含义却存在明显的差异" 总的看!该词有

词典意义与学科意义之别" 那种将*话语+二分

为诗学,政治学的处理-#.

!虑事察物恐未周全!因

为即便广义的诗学%P+6>47;&也仅将研究领域由诗

歌扩大到所有文学艺术现象-!.

"

#一%词典意义

词典意义来自日常生活的规范化运用!属于

*话语+一词的本意!即发源意义之所在" *话语+

在汉语中的词典意义指*言语/说的话+

-&.

!强调

#

!

)收稿日期*!"#! O"& O#J

)作者简介*欧阳明!#%JH+"$男(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语言的口头表达" 该词的英文为 Q4;7+(,;6" 不

过!也有学者将26),6汉译有*话语+的部分语义!

如李美霞#话语类型研究'M6),6?>(98$ %科学出

版社 !""H 年版&" #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以

为Q4;7+(,;6有两个意思!一是演说,论文!二是会

话,谈话"

-L.其语义的核心也是语言的口头表达!

而演讲和会话之间的区别重在表达是否强调有

条理"

#二%学科意义

*话语+的学科意义属于基于词典意义之上

的衍生意义" 按照其与词典意义的关联密疏!

*话语+的学科意义先后有三'一是语言学!二是

叙事学!三是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与哲学"

#*语言学

在语言学看来!话语指的是句子,语句,言语

或篇章!即大于句子的语言连续体!包括书面语和

口语"

-J.这和词典意义强调*话语+一词的口头表

达已有所不同" 尽管如此!语言学对*话语+的界

定仍距该词的词典意义最近!可谓第一次衍生"

需要指出的是!文学是语言艺术!故作为书面艺术

的文学!其话语是在语言学范畴之内的" 至于语

言艺术之外的艺术!如综合艺术中的电影,电视

剧!其关于话语的涉及是复杂的'既有在语言学范

围之内的部分!又有因对人体语言,非人体语言的

非言语符号的运用而仅在符号学范围之内-$.

"

而这样的非言语符号因与话语缺乏直接关联而不

在语言学范围之内"

!*叙事学

叙事学之正统是 !" 世纪 $" 年代至 K" 年代

盛极一时的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 此即经典叙事

学" 最早提出叙事*话语+的结构主义叙事学学

者是托多罗夫%5R=6>-) 5+9+,+=&" 托氏在 #%$$ 年

首次将叙事二分为*本事+与*话语+两部分"

-H.在

叙事学看来!话语着重于叙事行为所产生的句子

总体" 在这里!话语语言学值得注意" 话语语言

学是新开拓的语言学科" 传统语言学以为语言学

的研究对象不超过句子!而话语语言学不这么认

为" 人们发现!忽视一个句子的上下文!即语境!

就会严重影响对该句子语义的理解" 所以!话语

语言学将连贯性话语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为

连贯性话语是任何在内容和结构上构成一个整体

的言谈或文字!包括整篇文章,整篇作品" 话语语

言学和中国的文章学十分相近!探讨言语内部构

成规律!由话语理论,话语语法和话语修辞构成!

其中的话语语法主要研究大于句子的言语单位!

即超句统一体" 叙事学的研究范围不仅事涉叙事

语篇的准确!而且关系叙事语篇的生动/既离不开

理论新闻学作为学术研究背景!又离不开修辞学

的支援" 从这个意义上讲!叙事学包括叙事修辞

内容并通过话语研究事实信息本身" 不过!托多

罗夫的*本事+与*话语+大体分别对应于俄国,英

美叙事学学者的*本事+ % ?>+,8或 S-T(.-&与*情

节+%?8(R16>&" 托多罗夫的*话语+大体指叙事内

容的外在表现的总和!此即相形于所指的能指"

而其一级能指下的二级所指也可能成为三级能指

的所指!并集一级能指和二级所指于一体" 同时!

经典叙事学对所指的下级能指化!是可以无限进

行的" 这就是说!所谓能指的意义!最终是可以成

为一颗卷心菜似的空心化的菜心" 经典叙事学对

能指实在信息的持续淘空!体现出其热衷于形式

并以此来进行科学建构的结构主义宗旨" 经典叙

事学与语言学关系密切!故其*话语+语义属于在

语言学的首次衍生后的再衍生!自然距离*话语+

的词典意义更远"

&*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与哲学

在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与哲学看来!所谓

话语指的是由陈述层次所连接起来的陈述群!且

高度关注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在其间的拨弄" 法

国当代哲学家阿尔都塞的学生米歇尔(拜肖认

为!话语是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话语深处的意义

植根于人类劳动,社会生活与阶级斗争"

-K.荷兰学

者梵(迪克的话语研究兼及社会学,心理学"

-%.曾

庆香#新闻叙事学$中的所谓*话语+因指*意识形

态再生产方式的实践+

-#".而属在这个意义上使用"

与前述语言学,叙事学着重于形式的话语观不同!

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与哲学视域内的话语观则

直切语义!其衍生意义距离*话语+的词典意义显然

更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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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叙事话语的经典与经典后

*叙事话语+一词同样不简单" 按照发生的

先后!该词有经典叙事学与后叙事学之别"

#一%经典叙事学

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之所以为经典叙事学!

就在于叙事学的真正成熟直接受益于法国结构主

义叙事学" 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从科学主义立场

探讨叙事作品的内在规律与技法!一改既往叙事

作品研究一内容二形式的研究范式!极大地丰富

了乃至于在一定程度上更新了叙事作品的研究范

式与研究路径!将关于叙事作品的研究推向一个

前所未有的学术高峰" 在叙事话语的界定上!经

典叙事学学者日奈特的主张影响最大" 法国学者

日奈特对托多罗夫*叙事+的二分法提出异议!以

为*叙事+二分法不合乎实际!故转而提出了*叙

事+的三分法"

-##.日奈特关于*叙事+三分如下'

%一&故事%14;>+4,6&'可以译为*本事+!指的是符

号所指!即被叙述的内容信息!用来保证话语是叙

述性而非非叙述性"

-#!.

%二&叙述话语%,U74>&'又

译为*叙事+!指叙述*本事+所产生的口头或书面

或视频的话语" %三&叙述行为%)-,,->4+)&'又中

译为 *叙述+!指的是产生 *话语+的行为与过

程"

-#&.需要指出的是!依经典叙事学!话语可二分

为叙事话语和非叙事话语" 非叙事话语是一种以

表达方式议论,说明为主的话语!在新闻报道语篇

中居次要地位!在包括新闻评论在内的议论话语,

说明文的说明话语的话语体系内则占据主体

位置"

#二%后叙事学

后叙事学指的是自 !" 世纪 %" 年代以来西方

的后经典或后现代叙事理论"

-#L.与经典叙事学不

同!后叙事学将研究的注意力转向意识形态!转向

文本外的社会历史环境!将叙事作品视为一种政

治现象!长于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和精神分析"

-#J.

因此!后叙事学眼中的*话语+指的是和意识形态

打成一片的句子,语句,言语或篇章" 陈堂发主编

的#媒介话语权解析$%新华出版社 !""H 年版&中

的*话语+实际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使用"

三"话语"叙事话语的哲学背景

学科意义的话语,叙事话语除了相关学科的

依托之外!还存在着深厚的哲学背景" 而话语,叙

事话语的哲学背景又与哲学史的此起彼伏息息

相关"

#一%叙事学"经典叙事学与结构主义

叙事学视域内的*话语+!经典叙事学眼中的

*叙事话语+都和结构主义密切相连" 结构主义

是由结构主义方法论联系起来的一种现代西方哲

学思潮!

-#$.

!" 世纪 $",H" 年代占据西方思想界的

领导地位" 结构主义背后是源自近代西方哲学唯

理主义的科学主义" 现代西方哲学可以分为两大

思潮!科学主义为其一" 科学主义思潮认为!人只

能认识自己主观所派生的现象!凡是不能证实的

问题!皆属于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因此其基本特点

是强调实证性!推崇经验,依赖感觉!重视探讨科

学的认识论,方法论" 结构主义认为对对象的研

究不应停留在表面%表层结构&!而应深入对象的

内在联系%深层结构&!强调对事物结构的整体性

研究!重视结构内部研究!讲求对内部结构进行共

时态研究"

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是有着科学主义哲学背

景的以语言学为基础的形式主义学说" !" 世纪

上中期繁盛的英美*新批评+是法国结构主义叙

事学兴起的前提" 面对抒情话语!英美*新批评+

于如鱼得水的同时!在操弄叙事文学上却捉襟见

肘!力不从心!故叙事学虽始自苏俄并中经英美!

普罗普,维(什克洛夫斯基,福斯特,韦恩(布斯

等学者也于此贡献不凡!但其蔚为大观的勃兴则

来自法国结构主义的 !" 世纪 $",H" 年代"

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特点颇为鲜明" 结构

主义叙事学有终极追求!此即叙事作品的深层结

构" 法国结构主义的叙事学学者尊奉一个共同的

信念!即叙事学只研究叙事作品的内在规律!强调

语段乃至于文章的形式在叙事学研究中的支配地

位与研究的自足性!此即形式主义" 结构主义叙

事学致力于叙事作品深层规律的探讨!寻找唯有

叙事作品才具备的特殊语言形式!并因而具有两

大特点'一是所谓的科学性!强调研究的事实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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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主张对叙事作品的结构形式进行客观的描写"

二是抽象性!着力于探讨叙事作品的规律!即抽象

的叙事结构%?>,(7>(,6)-,,->4=6&" 结构主义的先

驱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结构主义忽视内容重

视形式!故经典叙事学的*话语+*叙事话语+是不

直接涉及语义的"

#二%叙事学"经典叙事学与后结构主义

后叙事学视域内的*话语+ *叙事话语+和后

结构主义密切相连" 后结构主义%P+;>I;>,(7>(,-.I

4;V&脱离确定话语意义的传统做法!主要围绕西

方哲学传统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评展开!语

义充满弹性!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解构主义%Q6I

7+);>,(7>4+)4;V&!认为话语不表示任何意义!二是

实用主义 %P,-2V->474;V&!认为话语表示任何

意义"

后叙事学内含西方现代哲学的人文主义哲学

背景" 西方现代哲学的人文主义思潮认为!理性

与科学不能解决世界本质的问题!哲学高于科学!

哲学不应当为科学服务!而科学却应该服从于哲

学/人的本质与世界的本质是一致的!都是非理性

的精神!故探究世界本质则必须研究人的本质"

人文主义思潮由此重视研究人和社会的问题" 在

这样的背景下!后结构主义的话语,叙事话语观就

与对语义的认识有关" 人们发现!话语的语义不

仅和语境有关!而且和语言之外的社会存在密切

相连!也和接受者的心理息息相关" 正是因为重

视话语,叙事话语中的内容!故后叙事学反形式主

义而直接探讨语义!并与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民

族主义关系密切!讲求从历史,女性,少数民族中

的政治权力来探讨叙事话语中的思想"

法国的雅克(德里达!尤其是福柯是后结构

主义的关键人物" 福柯批评既往研究忽视话语介

入权力的事实!以为政治,经济力量以及意识形

态,社会控制一并为表示意义过程的某些方面!权

力通过话语获得!支配话语!但也受话语控制" 这

样一来!后结构主义不仅将内容引入话语!而且将

影响内容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视为考察话语的

中心" 福柯认为权力是用于事物的一种暴力!所

谓话语的客观性是错误的!没有绝对的真实话语!

有的仅仅是权力或大或小的话语"

-#H.后结构主义

的话语,叙事话语观!达成了对结构主义话语观,

叙事话语观的某种消解"

后叙事学对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消解!既是叙

事学的进步!又是一种无奈" 后叙事学打破结构

主义叙事学的形式主义的封闭性!在一定意义上

体现了对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超越!但结构主义叙

事学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尤其是日奈特叙事理

论对叙事规律,技法的探讨精细而实用!几乎穷尽

一代或二三代学人的智慧!故后叙事学另辟蹊径

中也不乏寻找出路的冲动!可算作其冲破前辈的

无奈之举"

四"叙事话语与新闻传播学研究

对于新闻传播学!叙事话语与不同学科,哲学

思潮之间的互动具有特别的意义" 其意义一言而

蔽之!就是高度关注这种互动之间的异同!有助于

新闻传播学新闻实务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各自健康

发展"

首先!话语,叙事话语研究经过经典叙事学和

具有后结构主义背景的后叙事学的过滤而进入新

闻传播学之后!分别属于新闻学和传播学两大研

究领域" 其中!新闻学领域又下分为应用新闻学,

理论新闻学两个分支" 依靠经典叙事学建构的新

闻叙事学属于应用新闻学领域!其研究的要害是

为了更好地认识新闻采编工作中关于新闻报道的

叙事规律!推动新闻采编工作健康运行" 比如!依

靠日奈特的叙事学说建构新闻叙事学意在对新闻

报道的采编工作产生直接而实用的帮助" 而后叙

事学进入新闻传播学之后则属于理论新闻学!尤

其是传播学" 其研究的要害是要更好地认识新闻

传播规律!尤其是传播规律!或揄扬正确!批评错

误!推动新闻业和新闻传播活动健康进行!或考察

新闻叙事活动及其传播与社会的互动!进行事实

判断或价值判断或兼而有之" 相形于理论新闻

学!尤其是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因未和政治学,社

会学,文化学等直接结合而本应在新闻传播学内

具有较多的学科研究的独立性" 不过!遗憾的是!

截至目前!笔者尚未见到真正的有助于新闻报道

采编工作的系统而较为全面的新闻叙事理论研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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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倒是一些打着*新闻叙事学+旗号的所谓的

#新闻叙事学$!如曾庆香的#新闻叙事学$!根本

就不在应用新闻学范围之内!似乎以名之为*新

闻叙事话语权力+一类更为贴切" 曾庆香们的所

谓*新闻叙事学+!混淆了应用新闻学和理论新闻

学!尤其是传播学的不同研究视域之间对叙事现

象的本质分野" 毫无疑义!忽视新闻叙事学的应

用新闻学根本属性!既无益于应用新闻学!也无助

于理论新闻学!尤其是传播学" 应用新闻学不是

空头讲章!基于经典叙事学而建构的新闻叙事学

重在改造世界!而不仅仅是认识世界" 新闻报道

当然离不开意识形态!但报道者对以政治为核心

的社会价值体系,知识理论体系的把握应主要在

应用新闻学之外的学习领域加以解决" 新闻报道

规律,技法为应用新闻学所不可或缺" 显而易见!

区分叙事话语在新闻传播学内部不同领域的各自

含义!是推动本为应用新闻学领域内新闻叙事学

能够取得真正而切实的科研进步的基本前提"

其次!推进应用新闻学和理论新闻学的学术

化建设" 新闻传播学的学术化建设尚任重而道

远" 学者邵培仁说'新闻学*即将成为0一门绝望

的学问1!22无法挣脱政治的束缚!以传者为中

心!22止于主观的经验的描述22脱离传播实

际!没有多少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使熟悉这一领域

的人常常唉声叹气"+

-#K.忽视对研究对象的重要

概念!尤其是一两个核心概念的界定!并进而推动

对研究客体的准确把握!属于新闻传播学研究中

的一大痼弊" 曾庆香#新闻叙事学$一书就存在

这样的缺陷" 该著述所探讨的研究对象!实际是

新闻报道叙事话语" 但是!曾氏关于叙事话语的

认识却存在杂糅倾向" 对于新闻报道叙事话语!

曾氏一方面着力于从句子语言学的角度探讨新闻

报道叙事话语的规律与技法!另一方面又从意识

形态的角度把握新闻报道叙事话语的社会内容!

这就使得曾氏#新闻叙事学$同一著述中关于*话

语+的认识出现了同一个能指之下两个所指并未

一致且相互打架的缺憾!并进而导致研究对象的

飘忽不定!且无实用内容" 而这就不能不成为曾

著的一个致命伤" 研究对象的飘忽不定!影响研

究的稳定性,科学性与可信性!三人成虎现象也就

难免出现" 另外!方毅华的#新闻叙事与文学叙

事的多重审视$ %#现代传播$!"#" 年第 J 期&科

研价值并不大" 该文认为!虚构与纪实!是新闻叙

事和文学叙事在真实性要求上的差异/高语境与

低语境!即单义与复义是新闻叙事和文学叙事在

语境上的区别/审美与实用!是新闻叙事和文学叙

事在语言上的区隔" 但这些纯属常识!缺乏科研

探讨的足够创新空间" 至于该文把是否将受众放

在重要位置!以满足受众各种信息需求为己任!作

为区别新闻叙事和文学叙事的一大标准更不合乎

实际情况" 实际上!对受众需求的满足是包括引

导在内的!文学并非不重视受众!时下大众文学对

受众的尊重甚至于迁就并不比小报上的花边新闻

弱" 其实!通过叙事学与应用新闻学的相互融汇!

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新闻叙事学!可以较好地实现

操作性与系统理论的对接" 这对于应用新闻学学

术建设路径的创新,拓展!是具有特别的启迪功用

的" 因此!区分叙事话语在新闻传播学不同领域

内的内涵异同,研究前景!就有助于树立良好学

风!推进新闻传播学的学术建设扎实进行!促进真

正的新闻叙事学走向合理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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