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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E要! 首先#从社会符号学视角拓展了话语生态的要义#用于解释社会生活中话语主体

的存在状态和关系体系'其次#运用话语生态的系统性特征来描写分析自媒体语境下现代社会

的话语生态特征及这种现象发生的哲学动因% 研究发现#自媒体是建构现代话语生态系统的

媒介机制和外部环境#后现代思维模式是其内部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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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话语是社会活动的语言形式# 话语研究者往

往从话语出发!通过分析话语活动中的语言等符号

系统来揭示话语活动的运行规则"隐含意义"意识

形态等# 这样的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已经取

得丰硕成果# 另一方面!话语交际需要某种媒介!

例如声音介质"视觉介质等等# 一般来说!介质本

身因为不参与语言意义的编码与解码!所以在交际

过程中往往被忽略# 但在自媒体语境下!介质本身

因为其特殊的信息传播方式而对话语活动产生深

刻影响# 以往对自媒体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传播学"

政治学等领域!从语言学角度分析自媒体与话语活

动的关系的研究还不多!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些有

益的尝试# 首先!我们针对话语交际活动的系统特

征提出 (话语生态)的概念!然后从社会符号学角度

阐释话语生态系统中话语主体之间以及主体与社

会环境的关系# 以此为依托!探讨自媒体语境下的

话语生态系统特征及其变异与再平衡的后现代

动因#

一&话语生态系统

"一%话语生态概念!传统与拓展

(话语生态)的概念可零星见于文学批评研究

中!一般用来描述和分析文学作品所涉及的话语主

体的相互关系!如彭松乔&#'

"戚涛&!'

"李震&&'将话语

生态定义如下$(话语生态是适于某种文学话语生

长的文化条件及其潜在的规定性#)不难看出!这一

定义已经注意到话语的社会文化环境及发生的社

会规则!但是在他看来!(话语生态这一概念的提

出!旨在提请当代汉语文学的写作"批评和研究者!

回到当下的话语生态中来!将各种话语生态因素自

觉转化成真正属于自己的个人话语!创造出属于我

们这个时代的汉语文学#)诚然!这个定义还只局限

于文学领域!是为文学创作者提供创作背景的话语

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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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话语生态关系不仅仅存在于文学话

语领域!它是人类话语活动存在的普遍状态!只把

话语生态的概念局限于文学研究领域过于偏狭#

事实上!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在进行交际时同样是以

话语主体身份出现的!每一个个体都通过话语来建

构自己的社会身份和主体位置#

&''这样的话!拥有

不同社会身份的个体就会建构不同类型的话语主

体"占据不同的主体位置# 不同的主体在社会生活

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一个体系!与文学作品

中的体系一样!具有生态系统特征# 所以!话语生

态关系广泛地存在于人类的社会生活中!通过话语

活动组织人类的社会生活# 根据 <1-ee08.@

&$'

(话

语是符号过程的一般模式!是有意义的表征行为!

是应用中的语言,10/*)0*8M6/M09@6-/-#)也就是说!

人类的话语活动不是任意"杂乱无章的!而是遵循

特定的社会程式!呈现出生态学意义上的系统性特

征!我们把这种系统称作(话语生态系统)# 在生态

学上!生态系统是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

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物理环境之间相互作用!

通过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形成特定的

营养结构和生物多样性!这样一个功能单位就被称

为生态系统#)

&I'同样!人类的话语活动是在一定时

间和空间范围内!话语主体之间"话语主体与社会

环境之间相互作用!通过话语交际"信息交流!形成

特定的话语结构和话语主体多样性!这样一个社会

功能系统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话语生态系统#)话语

生态系统因为涉及语言与社会!所以其理论取向自

然是社会符号学的# 下面我们就从社会符号学的

角度详细阐释话语生态系统的要义#

"二%话语生态的理论旨归!社会符号学

韩礼德提出用系统功能学派的理论来探讨语

言作为社会符号所具有的功能!在此基础上创立了

社会符号学# (社会符号学抛弃了在脱离社会实际

的情况下研究语言的传统模式!并反其道而行之!

把语言放在其应用的社会语境中进行研究#)

&L'社

会符号学认为!社会现实,或文化-本身就是一座意

义的大厦+++一个符号结构!很多话语都会遵循一

定的程序!受社会规范的制约# 语言之所以是现在

这个样子!是因为它要完成社会功能# 所以!语言

结构可以从其社会功能进行理解!反过来!为了理

解语言结构!我们必须从社会过程入手# 社会交往

的典型形式是其语言!我们称之为语篇#

&%'!M'!#!$社会

符号学强调!人通过符号与社会环境及自然环境发

生联系"相互作用!最终成为社会化的人# 根据c01M

16;0:,!""$$N'&-!社会符号学视野下的语言是(创

造意义的系统+++是一个语义系统!与其他系统一

起对意义进行编码#)(社会符号学优先研究的是把

指称行为作为实例!并把社会的指称实践作为经常

的"可重复的"可识辨的类型# 它认为社会有意义

的行动构成各种文化,社会符号系统-!文化就是相

互连接的对社会具有意义的实践系统#)

&L'

显然!社会符号学的核心概念就是语言作为社

会符号的价值!语言"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是社会

符号学永恒的课题# 除了探讨语言和社会的基本

关系外!社会符号学还试图解释社会成员构建社会

符号"社会现实被塑造"限制"修改的过程# 而这些

过程对社会现实的构建并不如理想所描述的那样!

相反!往往会对短视"偏见"误解视而不见甚至制度

化#

&%'#!I这说明!符号作为组织社会活动的资源!不

仅仅起单方面的表征作用!而且还能动地构建人类

的社会生活# 个人的行为通过话语活动变成有意

义的社会行为!同时个人也通过话语活动建构自

我!对话语秩序施加影响#

这样来看!社会符号学作为话语生态概念的理

论基础也就成为必然$社会符号学可以为话语生态

系统的概念提供理论基石和分析手段# 反过来!对

话语生态的分析又可以为社会符号学提供强有力

的实践证明#

"三%话语生态系统!核心要义

福柯,N-)90)1@-用(话语形态) ,O6=9).=6?8N-.M

e0@6-/-来形容话语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一个

(话语形态)包括一些形成特定陈述的话语规则!具

体而言!有(知识对象) ,-gK89@=-2j/-S18;*8-的构

建规则!(发声程式),B/)/960@6?8U-;016@68=-的构建

规则和(主体位置) ,A)gK89@Y-=6@6-/-的构建规则#

人们在进行话语活动时对这些话语形态的应用使

话语活动成为一个社会过程#

&H'这就意味着!特定

的话语规则把人的语言行为变成社会行为!人在这

个过程中因践行特定的话语规则而变成具有特定

社会意义的个体!通过话语活动维持"变革"建构自

己的话语身份和社会关系# 这些有意义的话语主

体在同一个社会通过话语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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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话语权利的相对平衡!构建话语生态系统# 与生

物学意义上的生态系统一样!话语生态系统体现出

相互竞争"此消彼长"相对平衡的特点#

首先!话语主体之间相互竞争# 根据 ,0/ <1-eM

e08.@

&$'!$

!话语构建社会又被社会构建!而且话语是

权利工具!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人类

社会中的权利不平等体现在话语活动中就是话语

权的不平等# 具有更多社会权利的个体或组织所

拥有的话语权也就更大!往往处于统治地位# 但

是!拥有较少话语权的主体不会仅仅服从既定的话

语权模式!他们会在既定话语模式中尽可能为自己

争得更多的话语权!尽可能拓宽自己的话语空间#

有时他们甚至会通过(反语言)

&#"'来变革乃至重新

建构话语秩序# 这样!各个社会主体就通过话语活

动构建不同的身份!凸显自我的立场!使得话语秩

序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倾斜# 那么!在话语权总

量确定的情况下!各话语主体为了赢得更多的话语

权而相互竞争!话语权分割在话语主体间此消彼

长# 虽然不像生物学生态系统那样你死我活!但这

也只是竞争机制的人类化和社会化!其正反相对立

的实质是一样的#

其次!话语主体之间相对平衡# 任何生态系统

都需要保持相对的平衡!若平衡打破!一个生态系

统就会走向瓦解!瓦解之后!新的生态平衡会建立#

生态系统就是以这种(平衡+++再平衡)的规律运

行不辍# 自然生态系统以(物竞天择)的方式!保持

各物种之间的相对平衡# 在话语活动中!各话语主

体总体上会遵守既定的话语模式和权力关系# 这

样!既定的话语秩序会在社会中会被复制"巩固!最

终使社会生活得以为继# 但是从长期来看!话语权

模式的平衡又是相对的!这样社会才能进步# 在一

定意义上说!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的发展就是话语

权由少部分人转向大多数人# 奴隶社会的话语关

系在当时会运行不辍!而在今天看来是荒诞无理

的!这是由于社会的发展要求话语生态系统打破旧

平衡"建立新平衡#

再次!话语生态系统遵循特定的潜在规则# 话

语生态系统必须依靠特定的话语规则才能保证话

语活动的正常进行# 在很多情况下!话语主体对规

则是无意识的!正如拉康所言$(并不是无意识产生

语言!而是语言产生无意识!人这一主体是在婴儿

时期通过对外在 5他者3的接收而逐渐认识自我

的#)

&##'也就是说!人通过语言活动成为社会的人!

语言中内嵌的话语规则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被主

体内化!成为主体的一部分!变得无意识# 哈贝马

斯&#!'也指出(体制) ,=:=@8e=-如何通过话语对(生

活世界),1628S-.1;-进行(殖民),9-1-/6Q0@6-/-$通过

语言的(策略性应用) ,=@.0@8*69)=8=-!让人们去做

事情!达到理解"巩固(体制)的目的# 这样!话语主

体通过社会化过程把既有的话语规则进行内化!变

成主导个体话语实践活动的潜在运行规则!这些规

则规定谁是话语活动的(主体)!谁是(他者)!谁是

(中心)!谁是(边缘)#

话语生态关系普遍存在于人类的社会生活中!

通过分析话语生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个社会中

人们的社会关系"洞察人的社会生存状态!为一些

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找到解释方法和解决方案#

现代社会的话语生态显现出更开放"更多声"更民

主的特点!这种话语生态系统的建立与新的话语传

播媒介+++自媒体的出现和发展息息相关# 自媒

体本身虽然不表征话语信息!但因为自媒体的传播

学特征!社会的话语生态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 以

下我们就详细分析自媒体语境下的话语生态特征

及这种特征出现的哲学动因!以便为现代社会因为

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提供一个新

的视角#

二&自媒体!概念&形式与功能

根据 A40:/8<-Se0/与34.6=_6116=两人联合撰

写的自媒体研究报告!(自媒体是一个普通市民通

过数字科技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联!提供并分享他们

真实看法"自身新闻的途径#)

&#&'我国新闻传播学者

喻国明将这种特征概括为(全民 O]k)$(简单来说!

O]k就是自己动手制作! 没有专业的限制! 想做就

做! 每个人都可以利用 O]k做出一份表达自我的

5产品3来#)

&#''具体而言!自媒体类型包括博客"微

博"个人日志"贴吧"论坛"nn"AFA"手机媒体等民众

可以自由发表言论的媒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美

国的N098g--j和7S6@@8.以及中国的微博#

毋庸赘言!自媒体是针对传统媒体,如报纸"广

播"电视等-而言# 传播学上的媒体又称为媒介!是

指在整个传递信息内容的过程中所应用的传递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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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信息的手段和介质# 从传递信息的角度讲!自

媒体与传统媒体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从微观角度

的传播者与受众!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来考察!自

媒体和传统媒体就截然不同# 在传播学者丹尼

斯%麦奎尔看来!当前的传播革命以两种主要的创

新发明为基础!一是卫星传播!二是计算机的应用#

传统媒介基本上是单向的!而新媒介则基本上是交

互式的#

&#$'自媒体让每个人不再是被动的事件信息

接受者!而是成为了事件的见证者"传播者甚至是

制造者# (以往的传统媒体里!信息是否传播"何时

传播"如何传播等等都要由媒介组织来决定! 而自

媒体信息的传播权则由个人控制#)

&#I'

自媒体的广泛普及无疑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

来深刻的影响!不仅有信息传播意义上的!还有伦

理学"社会学意义上的# 因为自媒体无法比拟的特

质!人们的社会生活再也不像传统社会那么单一"

规律"平静# 任何一个事件经由任何一个个体都可

以在瞬间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爆炸性新闻!获得无法

想象的影响力#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秦火火事

件"郭美美事件"李某某事件#

但是!自媒体的功能不都是正面的# (获得了

话语权释放的自媒体便有着不同类别的自由话语

代表!一方面发挥着传播观点"事实的正面影响!一

方面也有散布谣言亟需监管的负面效应#)

&#L'原因

很简单$就像所有科学技术成果一样!自媒体本身

并没有好或坏的价值判断!只因为其进入了具有价

值判断的人类社会!所以其社会功能就产生了正反

两种结果#

三&自媒体与话语生态

"一%自媒体与话语

自媒体与话语活动的紧密关系毋庸置疑!可以

说自媒体本身就是话语活动的一部分# 自媒体本

身虽然不传达任何话语信息!但因为自媒体参与话

语交际活动!其传播学特征就深刻地影响着话语活

动# 这种影响不仅仅在于话语传播的速度与广度!

更重要的是改变甚至决定话语生态系统!可归为以

下几方面$

首先!自媒体改变话语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传

统媒体的话语活动关注的是社会中具有普遍关切

的大事# 而自媒体除了关注这些大事!还在纵深上

具有传统媒体望尘莫及的优势# 利用这个优势!隐

藏在社会活动深处的关于任何人的任何事件都可

以通过任何话语主体成为整个社会的焦点!受到整

个社会的关注# 中央反腐的很多成功案例就是一

个很好的证明$一只手表"一顿饭"甚至一个微笑!

都会通过自媒体把其隐含的话语信息传播到世界

的各个角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其次!自媒体重构话语主体的语言资源# 社会

符号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选择# 语法中包含可

供说话人选择的相互关联的语义选项!表意过程是

一系列的选择过程#

&%''#这样的话!话语活动就是说

话人在具体语境中所做出的一个又一个语义的选

择# 由于自媒体具有隐蔽性的特征!所以话语主体

在虚拟社区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应用自己的话语资

源!获得在现实社会中无法实现的言后行为效果

,f8.1-9)@6-/0.:09@-# 这就意味着个体在虚拟社会

和现实社会所拥有的语言资源选择权是非常不同

的# 另外!除了语言资源!人类表意资源还包括其

他模态# 最新的话语研究结果证明!人类的话语交

际活动是多种模态的综合应用# 尽管语言是交际

的首要模态!但是交际不仅限于语言!而是可涉及

多种模态# 每个模态系统在整个话语意义的表达

中都起着独特的作用!它们在交际话语的整体意义

建构中是互补的#

&#%'自媒体可以使话语主体更为全

面与综合地应用不同话语模态!提升话语交际的

品质#

再次!自媒体导致话语主体的身份分裂# 个体

通过自媒体的话语活动构建虚拟身份!通过现实话

语活动构建现实身份!这两种身份往往不同"甚至

是截然相反的# 例如!网络论坛上到处充斥着愤青

的声音!读他们的博文或者跟帖使人感觉社会如此

动荡"阴暗# 相比之下!现实生活却还是秩序井然"

有条不紊# 这是因为个体是以两个不同的主体身

份分别出现在虚拟社区和现实社会中的!现实社会

中因为诸多原因而不能一吐为快的话可以在虚拟

社区找到发泄口#

综上所述!自媒体作为传播话语的介质!因其

自身的特点深刻影响着话语活动本身# 这种影响

不仅是信息传播意义上的!更是社会学意义上的#

通过改变话语活动中的主体关系"过程和结果!自

媒体对话语生态系统产生质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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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媒体语境下的话语生态特征

自媒体的普及已经完全改变了传统的话语模

式和话语主体关系!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普及!这

种趋势会愈加明显# 可以说!传统媒体构建传统话

语模式!自媒体构建现代话语模式!两种模式在竞

争中向前发展# 可以预见的是$传统媒体语境下的

社会话语结构与平衡关系会被渐渐打破!新的结构

和平衡正在或即将形成# 从宏观上看!这种关系类

似于生物学上的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再平衡#

首先!从竞争关系上看!自媒体使话语结构变

得多元化!各主体之间的话语权竞争变得更激烈#

传统媒体的话语权因为掌握在官方手里!所以它代

表的是主流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官方的声音# 这一

语境下!官方话语权具有绝对优势!个体话语在与

官方话语的竞争中处于绝对劣势!很多情况下个体

声音是被湮没的# 比较而言!自媒体因为其自主

性"自由性的特征!任何个体或组织都可以通过自

媒体进行自己的话语活动# 对于同一个事件来说!

千万个信息源就会代表千万个话语主体$官方的"

个人的"组织的!不一而足# 这样就形成了各种话

语声音多元竞争的特征#

其次!从平衡关系上来说!自媒体变革了话语

权配置格局# 传统媒体语境下的话语生态是主流

话语处于统治地位的单向的平衡# 这种平衡是以

主流社会对话语资源的政治控制为基础的!所以带

有一定的话语霸权性质# 主流之外的话语主体因

为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只能被动地接受这种不对称

的平衡# 自媒体把个体的话语权放大!使官方话语

权相对缩小!个体作为信息源与官方的地位是同等

的!话语的生成与接收各方站在同一个平台进行交

流# 这样!自媒体就把传统的话语生态平衡打破!

在话语主体间重新配置话语权# 主流社会与非主

流社会的话语权更为对称!达到新的平衡# 例如博

客这一自媒体形式!个人博客与官方博客相对于信

息的受众具有同等的地位# 这样!个人话语与官方

话语就可以从各自的立场对同一事件进行信息加

工!形成各自的话语!传播给受众#

再次!从运行规则来说!自媒体语境下的话语

活动更具协商性和民主性# 传统媒体语境下!官方

的声音因为其政治权利优势而决定着话语活动规

则# 个体话语"边缘话语只能服从于这些规则!具

有相当的独断性!所以结果往往是(我说你听)# 自

媒体语境下!不同的话语主体共同参与话语规则的

制定!包括官方声音在内的各话语主体间是一种协

商关系!所以规则更具民主性!结果往往是(我们一

起说!相互倾听)#

"三%话语生态的后现代变异!自媒体的狂欢与

话语的狂欢

一个生态系统中既有遗传也有变异!话语生态

系统也不例外# 自媒体语境下的话语模式与传统

话语模式相比有继承也有变异!尤其在(边缘与中

心)(主体与他者)等话语关系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

异变# 自媒体盛行的时代也是后现代思想盛行的

时代!可以说!后现代思想借助自媒体催生了话语

生态的变异#

后现代主义以反传统而著称!可以说传统哲学

主张什么!后现代就反其道而行之# 后现代主义者

反中心!主张多元*反抽象的形而上学!主张认知和

体验*反理性!主张感性*反本质主义!注重现象&#H'

#

自媒体作为新的话语媒介形式正好迎合了后现代

主义的种种诉求!把后现代的种种反传统无限放

大!社会生活进入(自媒体的狂欢)时代#

首先!一元阐释与多元阐释# 传统哲学是本质

主义的!努力寻找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而后现

代哲学反本质主义!主张本质的相对性和多元化#

相应地!传统媒体语境下对一个事件所做的话语阐

释往往是一元的!那就是官方媒体的声音# 这种语

境下!由于官方媒体的权威性!大众对于官方的声

音大多持相信态度# 但在自媒体语境下!每一个有

网络资源的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事件的阐释者!与官

方的声音同台对垒# 最后的结果就是有多少网民

就有多少种声音!就像巴赫金文学理论中的 (复

调)

&!"'

!只不过这种(复调)是社会性的+++不同的

话语主体在相互对话中共同决定事件的性质# 有

时候因为声音太庞杂!民众都无法确信到底谁在讲

真话!谁在撒谎# 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推崇的多元

阐释通过自媒体的传播特征被无限放大!以至于真

相淹没在(复调)的话语活动中#

其次!中心与边缘的模糊# 传统哲学是建立在

(中心主义)上的!如逻各斯中心"语音中心!西方中

心等# 正是这种中心主义!才形成了中心与边缘的

对立# 西方哲学中的(主体)与(他者)的对立就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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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义的典型体现# (主体)代表主流!包括主流

意识形态"价值观"主流社会!而(他者)是被排除在

主流之外!处在边缘文化地带!是与(主体)相对而

生的# 传统媒体正好契合了传统的哲学背景!时时

为中心"主体"主流奔走呼号!边缘族群的声音因为

缺乏(传声筒)!在沉默中被社会忽视# 反观自媒体

语境!一种声音不管多么边缘!都可以在瞬间被置

于社会的聚光灯下!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 这样边

缘群体就有充分的媒介资源宣示自己的话语权!在

社会话语活动中构建(有意义的他者)# 不难发现!

(反语言)

&#"'是自媒体话语的一个显著特征!博客"

论坛上到处充斥着各种边缘话语!如俚语"黑话"各

种隐喻等# 这些话语族群应用自媒体平台!与处在

社会中心的主流话语"主体话语公开叫板!在一定

意义上削弱中心!达到(去中心)的目的# 在这个意

义上!自媒体不仅仅是一场信息技术革命!更是一

场气势宏大的社会革命!它为后现代意义上的(社

会人)开疆拓土!为(中心) (主体)之外的任何(边

缘)(他者)找到存在的意义#

第三!理性与感性# 现象学"阐释学是后现代

时期的显学!归根结底是因为后现代是反对理性!

主张非理性!推崇经验"现象"阐释# 现代性中的理

性主义在后现代那里受到彻底的批判!哲学进入第

四次转向$后现代主义#

&!#'传统哲学所崇尚的理性

就像一个无形的枷锁!束缚着人类行为!从古至今

无不如此# 后现代把人从理性的束缚中解放了出

来!人的感觉"经验"主体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释

放# 被理性压抑了几千年的感性需要一个宣泄的

突破口!以至于我们到处可以看到种种另类的行为

艺术"时尚潮流# 在话语活动领域!自媒体无疑成

为释放人类感性经验的最好方式# 自媒体具有相

当的话语自由度!这样人们在现实中受理性制约而

无法释放的感性诉求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成为话语

活动的主题和内容#

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下的自媒体再也不单

单是一种信息传播的媒介!而是充当了人类话语活

动的普遍(传声筒)# 后现代需要自媒体为其发声!

自媒体也需要后现代思想为其拓展人脉!二者的紧

密结合就是我们看到的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自媒

体的狂欢# 大到虚拟社区"论坛"博客!小到微博"

nn空间"微信朋友圈!人们的生活已经被自媒体填

得满满当当# 自媒体狂欢的背后是话语的狂欢!每

个人都在以自己个性的话语方式通过自媒体建构

自己的身份!寻找着自己的价值!以期不被淹没在

理性的主流社会中# 所以!自媒体加速了人类社会

的话语生态进入后现代的进程#

四&结语

自媒体作为一种话语交际模式!以其私人化"

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的特征!深刻影响着现代人

类的社会生活!通过对现实话语的干预作用!形成

对传统媒体语境下话语模式的制衡!进而形成对官

方话语权"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制衡!使(边缘

话语)(他者话语)在与(中心话语) (主体话语)的

对话中找到自我存在的意义# 最后的结果是传统

的话语生态系统平衡被打破"革新和重构# 各个话

语主体在互动中推动新的话语生态平衡的建立!这

是一个从平衡到再平衡的过程# 新的话语生态系

统中!话语主体更为多元!话语权分配更为平等!权

力关系更为动态# 后现代主义思潮为自媒体语境

下新的话语生态模式的建立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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