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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事件的话语生产框架!

基于类型学社会话语的分析视角
!

郑C恩$纪亚东$龚C瑶

"清华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

摘C要!本文以类型学社会话语的分析框架将新媒体事件归纳为四类话语即国家!民族"

话语'公共性话语'民粹主义话语和文化话语$话语背后分别体现了官方意志与爱国精神'公民

性力量'戏谑狂欢精神和文化建构逻辑# 这些话语共同构成了新媒体舆情的主要表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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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近年来!以网络群体性事件为代表的#新媒

体事件$ ,-6WLT694.6=6->;-频发!对现实社会产

生了巨大冲击" 这些地域性事件借由媒体的放大

效应逐渐演变成更大规模和更广地域的公共事

件" #长期以来!中国的媒介议程都受到政府政

治议程的影响与支配" 但在突发性危机事件中!

媒体的议程却能一定程度上主导政府的议

程"$

*#+媒介的意义呈现功能逐渐转向为权力赋

予功能,6TS+W6,T6->-!新媒体打破了#媒介接近

权$,T694..776;;-的原有格局!几乎成为公众最

有效的话语表达渠道"

对于新媒体事件的定义及内涵学界尚无一致

意见!我们认为新媒体事件是指基于数字技术的

媒介,如手机%网络等-!可能伴随传统媒介互动!

通过群体舆论引发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舆情事

件" 新媒体事件的形成应是多元因子互动的综合

结果!它不但是新媒体社会化网络的传播结果!还

伴随着传统媒体的互动报道%人际传播%任内传

播%组织传播等多种传播媒介共同作用"

目前学界对新媒体事件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新

媒体事件与公民社会%新媒体事件的社会功能%舆

情研究等方面!针对新媒体事件发生类型和特征

描述的文章并不多见"

以类型学社会话语分析视角来透视新媒体舆

情的发生场域!我们可以发现#舆情素材$ ,新媒

体事件-背后体现了某些#隐性$动力" 如官方意

志%爱国主义%公民性力量和戏谑%狂欢的后互联

网精神" 动力是推动事件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些

逻辑表现并不足以归纳或较好抽象#事件类型$!

#类型$的描述必须能揭示动力背后的话语主体"

由此!我们以国家,民族-话语%公共性话语%民粹

主义话语和文化话语来归纳四类新媒体事件!这

些话语共同构成了新媒体舆情的主要表达内容"

一%研究工具+++类型学社会话语的

分析框架

新媒体事件多样而复杂!不同类型的个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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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背后体现的话语力量不尽相同" 基于新媒体事

件发生特点!本文所立足的研究视角一方面要能

够提供审视事件类型的哲学逻辑方法!另一方面

要能揭示事件类型背后的话语主体" 类型学,类

型研究-是我们科学地认识客体的一种有效分析

工具!宏观话语分析能够动态揭示事件背后的力

量规制" 本文将这种尝试称为#类型学社会话

语$分析方法"

需要说明的是!#类型学社会话语$不是简单

地对话语,语用-进行逻辑归类!更注重的是#类

型学$话语背后的历史文化语境和现实意义建

构" 在类型学话语的运用与阐释方面!有几点需

要说明(

#)#类型学$话语对现实事件的#类$进行话

语归纳!这种话语归纳必须基于一定的逻辑分析

和科学方法"

!)#类型学$话语考察#类$事件背后的社会

心理%文化表征%国家意识%公共结构等动态意义

生产"

F)在类型处理上!采用单次对应和韦恩多式

层叠的归型模式!以期揭示#类$话语的复杂性"

%)#类型学$话语还旨发掘#类$事件背后的

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为认识动态客体提供一种

认知模式或判断指针"

类型学话语分析矩阵模式"作者自绘$

二%历史素描与理论资源+++新闻传

播学中的话语分析

类型学社会话语分析与新闻传播学的话语应

用密不可分!而新闻传播学的话语源头应该追溯

至语言学视角的文本研究" 最初的研究多建立在

语言学要素如词频%词性%音韵%句型%句长%语法%

修辞等语言表层!而将话语后置于社会时空背景

并取得一定建树的应属福勒%詹姆斯4鲍尔4吉%

费尔克拉夫%梵4迪克等" 另一种话语汇流是基

于符号学的文化体系!如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

其中的批判学派-%索绪尔%罗兰4巴特的语言符

号学以及后现代文化理论"

也有学者将葛兰西的#领导权$%福柯的#权

力话语%哈贝马斯的#合法化$%罗兰4巴特的#泛

符号化$%鲍德里亚的#仿像$思想等纳入话语理

论的流派*!+

" 这类宏大叙事的社会分析是否属

于话语理论的内涵或延伸!学界尚无定论!主要的

反对者认为如果将此,宏大叙事-类意义领域纳

入话语理论范畴!话语分析就会#包举宇内!并吞

四海$" 阿尔都塞对于这种学科霸权并不看

好*F+

!#在诸学科之间的相互应用和相互构成的

2丰富的实践过程1!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均有积

极意义!但这绝非一种盲目的跨学科大杂烩"$

国内的话语研究起步较晚" #直到 $" 年代!

国内语言学视角的新闻研究中!讨论得最多的仍

是新闻语言的特色33没有进入语言本身与社会

历史文化紧密关联层面"$

*%+

#直至 !" 世纪 G" 年

代!有关新闻的话语分析成果如译文%论文开始散

见于各种语言学杂志和论文集"$但研究基本局

限于外语研究和教学领域!属于话语内部分

析*M+

" 进入新世纪后!国内新闻传播学界的话语

研究仍较为冷淡!

!特别是将话语分析与传播结构

,置于时空规制的政治经济层级-%传播形态,按照

一定符码进行信息传达的载体与方式-%传播权力

,传播过程中的控制与反控制-%传播技术,基于新

媒体技术的话语形态变迁-都鲜有学者研究"

借用梵4迪克的话*H+

!#大众传播研究中只

有少数人把新闻作为一种特定的话语形式来研

究!对于新闻话语的结构特征与其余新闻制作和

理解过程的复杂关系!则几乎没什么人做深入研

究"$这正是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现状写照"

梵4迪克提出了话语的三大结构!即超结构%

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

*K+梵4迪克曾雄心勃勃地

说(#话语分析33涉及语言%认识互相作用!社会%

文化诸分析的一切层次和方法" 这一点无需诧异!

因为话语本身即社会的所有这些方面的表现"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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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少数学者进行了部分话语研究$如陈力丹'殷晓蓉'丁和根'曾庆香'胡春阳等#



意味着话语分析必然是一跨学科的任务"$

*$+

从理论框架看!#类型学$话语应属于话语理

论!的环境学派*G+

" 环境学派主要研究话语的社

会和心理情景及交流类型!对话情境理论!言语社

会行为" 从话语分析的价值取向看$

!话语环境

学派属于#语外研究$!此类立场与菲斯克对符号

学的取向判断有异曲同工之妙" #它,符号-试图

从普遍性与具体性上详细说明意义如何生成与社

会,而不是由个人所创造-!意义又如何受制于权

力关系与权力斗争!就像其他类型的社会性生成

一样"$

*#"+ 而涉及符号的权力关系问题!如福

柯*##+与哈贝马斯*#!+等人的#符号000权力000

关系$知识考古学和公共结构型论述为我们提供

了历史叙事学的分析视角!与本研究的类型学社

会话语在考察静态模型时有一定的交合之处"

此外!布尔迪厄关于传媒社会#场域$

*#F+的论

述值得我们关注" #场域$作为一种间性隐喻概

念!是社会结构关系的核心" 而作为关键概念的

#权力场域$则是话语争斗的重要场所!比如对

#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再分配" 而 #新闻

场$作为一种社会话语平台!提供了呈现各种话

语的 #场域$" 他指出了传媒制约关系的链条

#2经济场000新闻场000其他文化场1!媒体一

旦掌握了相当的象征资本!则意味着该媒介的符

号权力I资本能够在大众文化生产过程中拥有不

容小觑的话语号召力量"$

*#%+在布尔迪厄看来!

#新闻场$能以#同构,4;+T+,S24;T-$方式对其他

场域进行控制!进而进行权力资本转换!传媒作为

社会权力场域的重要一支获得了某种改变政治经

济规制的能力" 在此!考察#新闻场$的社会话语

功能为我们进一步探讨新媒体技术背景下的#类

型学$社会话语!提供了更为宽广的#关系型$社

会权力研究取向"

三%新媒体事件的四类话语建构+++

基于类型学社会话语的分析视角

将#类型学社会话语$分析置于新媒体场域

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基于历史经验和动态关系

的#类型000权力$分析视角" 类型话语的划分

基于抽象演绎和历史经验的描述!用人类学分析

术语说!这是#置身彼处$

*#M+

,V64-(>26,6-的观察

过程又是对过程的 #厚重描述$ ,>247Z 96;7,4SL

>4+--" 演绎和描述的逻辑起点便是对新媒体阶

段性历史事件进行经验性的#类处理$!话语修辞

的模糊性为我们探索出可能提供分析既发事件的

#类型箩筐$!所谓#箩筐$即能使一定范围或时期

内的具体事件得以#安置$!这不仅为我们分析叙

事带来一种便捷!也为认识继发或未发的频繁事

件提供透视机会的质性框架"

以#类型000权力$分析视角来透视新媒体

舆情的发生场域!我们可以发现#舆情素材$ ,新

媒体事件-背后体现了某些#隐性$动力" 如官方

意见%爱国主义%公民性力量和戏谑%狂欢的后互

联网精神" 动力是推动事件发展的内在逻辑!这

些逻辑表现并不足以归纳或较好抽象#事件类

型$!#箩筐$的描述必须能揭示动力背后的话语

主体" 由此!我们以国家话语%公共性话语%民粹

主义话语和文化话语来演绎四类新媒体事件" 四

种社会类型话语共同构成了新媒体舆情的主要表

达内容!而话语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很大程度上话

语具备模糊性!这也决定了新媒体事件#安置$可

能出现重叠或交叉现象000即话语间的交集" 交

集的出现说明了某事件舆论价值的叠加提升!意

味着舆情能量的累加放大"

"一$国家"民族$话语

随着中国国力的显著提升!国家形象与国际

话语的塑造成为当前我国对外传播的一个重要方

面" 约瑟夫4奈认为全球信息化时代!#成功不

仅取决于谁的军队获胜!还取决于谁的故事精

彩"$在传统媒体西强我弱的格局下!新媒体成为

故事建构的重要载体!中国的话语优势要不仅体

现在经济%军事和社会事业上!在对外传播阶段更

要利用新媒体打造新型的国家形象,软实力-"

国家话语的争夺不仅表现在国家意志层面!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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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话语理论又有交叉学科和支脉理论$如语法学'语用学'修辞学'叙事学'认知科学'意识形态理论等$环境

学派仅是其中的一支#

一直以来$话语分析就素有%语内研究&!4--6,+++7+->6]>"和%语外研究&!+'>6,+7+->6]>"两种大相径庭的方法

取向$%语内研究&侧重演绎语言形式的诸要素$%语外研究&则在社会历史语境中寻找语言形式的内涵# 语言学科一度

对话语分析的不认可源于话语分析方法的模棱两可和%不正统&$而%语外研究&模式却意外得到了众多其他社会科学家

的支持$因而与之分庭抗礼#



现在广大网民以爱国为精神内核对西方话语霸权

发起的强有力的挑战" 在内容层面!新媒体事件

的国家话语往往与以下四个方面有关(

#)以官方意志发起的重大事件" 如奥运会%

国庆阅兵%世博会等" 这些事件往往有着强烈的

国家意志和世界性影响!关乎民族%国家的荣誉或

形象" 新媒体在信息传递%扩散和造势方面具有

不可低估的作用"

!)突发性重大自然灾害" 如汶川大地震%云

南旱灾%玉树大地震等" 这些自然灾害关乎国计

民生!一方安危!另一方面还系载着民族情谊和道

德关怀" 新媒体在协助救援%募集捐款和形成悲

怆气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F)突发政治性%社会性事件" 如#F4#%$打

砸抢烧事件%#K4M$新疆事件%瓮安#H4!$$事件

等" 这些突发性事件往往与地方暴动%民族分裂

势力以及地方集群势力相关联!事关国家稳定和

社会发展" 新媒体在传递事实真相!多维报道!维

护社会稳定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国际敌对势力或西方偏见" 如#F4#%$事

件中西方媒体的不实报道%西方媒体散布的中国

威胁论%达赖喇嘛精神领袖说%台独%藏独言论等"

这些偏见与报道往往基于意识形态偏见或某国的

国家利益!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长期产生负面的影

响" 新媒体在抵抗西方不实报道!形成国际舆论!

打造媒体公信力方面有一定的作用"

"二$公共性话语

新媒体的公共性是近几年学界讨论较多的话

题" 囿于喉舌宣传体制和自由市场的双重压力!

现阶段传统媒体依然受制于这两种张力的羁绊%

妥协%渗透和整合!形成了特有的 #迂回000整

合$模式" 从理想层面看!新闻传媒应以社会公

器为基本信念!强调独立于政治和经济诱惑的权

威性" 在个体层面包含了新闻从业者的报道原

则%专业技能和职业伦理" 此外它还融合了公众

意识%自主精神和专业素养等多级含义" 但在现

实层面!这种理想往往受到种种限制而寸步难行"

传统媒体社会责任与专业理想的掣肘在新媒体的

现实表现中得到了补偿性反馈!引发了一种全新的

社会治理结构和通往公民社会的某种渠道!尽管这

个平台的#公共性$基础还有待于我们深入考察"

新媒体的公共性价值在舆论监督与权力关系

的博弈下显现了一定的收敛性和随机性!#强制

合意$与#策略妥协$的规制重塑着舆论空间的限

度!但仍具备象征层面改变社会政治语境的潜能"

从新媒体实践话语看!公共性话语主要表现在以

下四个层面(

#)制度性不合理的探讨与争辩!推动制度创

新与社会变迁" 如 !""F年非典事件%孙志刚事件%

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厦门Rj门事件%上海钓鱼执

法事件%开胸验肺事件等" 这些事件的发生逻辑依

赖于制度性缺陷在现实层面的爆发!网民以个案样

本对制度实施过程中的程序正义进行拷问!以理性

激辩考量事件结果!推动制度改变" 这些探讨表达

了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强烈兴趣!互相交流了价值

观和政治立场!履行民主诉求的快感"

!)舆论监督官员腐败或违法行为" 如周久耕

天价烟%重庆打黑风暴%温州出国考察团事件%贵

州习水县嫖宿幼女案等" 对于官员腐败%违法!政

府集体违规等消息!网民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度"

官员腐败等问题涉及执政党统治%权力履行等敏

感方面!网民往往表现出官民对立情绪!对问题官

员和问题政府报以迎头痛击!

F)基于#社会不公$与#阶层对立$的共同想

象" 这类事件是当前最典型和最具舆论能量的网

络群体事件" 如躲猫猫事件%邓玉娇事件%罗彩霞

事件%杭州飙车案等" 此类事件的发生往往遵循

这样的逻辑#个人遭遇曝光000网络发酵000网

民共同想象000社会情绪渲染000认知标签000

现实行为000公共事件爆发$" 网民与事件双方

往往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但当事人的个人遭遇往

往激发网民的#共同想象$!进而形成强有力的群

体性压力!职能部门若没有妥善解决!这种情绪就

很可能演化为群体性现实行动" 非现实性冲突中

的#表达性对抗$超越种族%贫富%阶层%性别和身

份!是民众长期积累的对社会不公%高房价%官员

腐败等深层社会问题不满情绪的集中释放" 网民

天然地站在弱阶层一方!以#共鸣式的合力$一起

来抵制强权的一方!这种模式是对现实无奈的抗

争和现实压迫的虚拟转移"

%)道德公器的思辨审视" 此类事件中的当事

人行为往往能引发某种道德伦理的激烈争辩或者

秉持了道德美育!引得众人追捧" 典型事件如范

跑跑事件%艳照门事件%王石捐款门%长江大学三

学生舍身救人等" 范跑跑%艳照门和王石捐款事

件挑战了传统的道德标准!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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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值得肯定的是!公众不单纯以道德审判来绑

架行为规范!而以理性的思辨来考量现实的处境"

道德思辨一方面反映了转型期社会多元价值的碰

撞!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公众将原有价值思潮置于

社会实践的公共性反思!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基于)社会不公*与)阶层对立*型网络舆情

发生简式"作者自绘$

"三$民粹主义话语

媒介接近性,T694..776;;-准入标准的降低

是新媒体技术为信息社会带来的最大的技术福

音" 西方学界推崇的大众参与理论在互联网普及

的今天已逐渐呈现出新式民主参与的实践" 事实

上!民主参与需要公民良好的媒介素养!只有在平

等%合理%有序的媒介环境中!民主的公共价值才

能发挥其最大效应" 陈龙认为#力比多迷思是形成

青年亚文化的重要因素!也是导致网络民粹主义倾

向的心理根源"$

*#H+从传播形态来看!网络民粹主

义倾向没有一致的方向!呈现出几股表象汇流(

#)戏谑和围观的娱乐主义倾向" 网民以媒介

事件为乐趣!以戏谑的热情来参与#游戏$" 游戏

内容多以众人狂欢的无厘头事件为主!形成了娱

乐至死的文化景观" 如#百变小胖$%#很黄很暴

力$%贾君鹏事件%闫德利事件%罗玉凤%犀利哥事

件等" #罗玉凤$和#犀利哥$的二度开发,被包

装%被崇拜%被救助%被幸福-使原本有#问题$需

要媒体%社会来关爱和帮助的当事人再度成为娱

乐大众的#注意力产品$!这其中媒体的道德导向

和舆论标杆集体向商业利益投降!完全丧失了媒

体公信力的品格!成为诱杀公众爱心的#元凶$"

!)基于非公共性的人肉搜索" 人肉搜索是以

人工互访和共享搜索为基础的在线调查" 从传播

特点看!人肉搜索具备了五大特征*#K+

(#一是个性

化信息需求得到满足%弥补信息爆炸时代的信息

匮乏.二是传播众主体关系提升%信息反馈得到充

分表达.三是大规模自发的人工参与促使信息传

播渠道有机融合.四是网络信息的把关弱化导致

部分虚假信息的存在及蔓延.五是与传统媒介互

动日趋紧密%互设#议程$"$理想层面!人肉搜索

应是提升受众公共话语空间和推动社会民主进步

的信息利器!如呈现事件真相!提高信息透明度"

但由于网民的媒介素养不一!许多情况下人肉搜

索会演化成某种#集群游戏$!丧失了公共理性合

意" 如陈自瑶事件%铜须门事件%张殊凡事件%天

价头事件等"

F)网络暴民与网络审判" 网络审判的最大特

点便是以道德正义僭越法律的程序正义" 从网民

的舆论意向看!惩恶扬善是其初衷!但若以#道德

完人$来苛求当事人!甚至以话语暴力来威胁%批

判%攻击道德缺失方!极易造成#以暴制暴$!形成

#多数人的暴政$" 此外!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舆

情很容易形成虚假民意!导致#舆情泡沫$" 如杨

佳袭警案%杭州飙车案%武义副县长驾车撞人案

等" 在这些事件中!网络审判在#意见领袖$的引

导下实现了虚拟民意集聚和放大!这些能量直接

作用于司法机关!左右事件进展或以民意压力施

加给官员!通过行政力量影响司法程序"

%)以民族主义为大旗的#爱国$民粹主义"

这类民粹行为表现较为隐蔽!往往与狭隘的民族

主义相伴相生" 广大网民在抵制西方话语霸权实

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种影响力日益体现在

政府的国际外交上" 在发展历程上!民族主义逐

渐摆脱了以#刺激000反应$的后置模式,如抵制

#F4#%$报道%藏独%台独议题-!而有#主动出击$

倾向!如&中国不高兴'%中国000美国共治世界

模式%中国是世界的救世主%高丽是中国的属国等

言论" 以国家利益和民族情感作为宣泄情绪的幌

子!在实践上有可能发展成民粹主义的癫狂!是一

种危险的话语表征"

"四$文化话语

全媒体!的技术形态为信息传播提供了全新

的话语逻辑" 全媒体从业务再造到流程再造!从

内容销售到渠道销售!极大地丰富了现有的传播

途径!加快了传播效率" 文化现象经由新媒体形

态转化!获得某种符号仪式形成了全新的文化范

式" 新媒体用户,受众-的反馈与评论成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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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符码组成部分!受众参与#动态000建构$式

文化事件!使得文本获得了舆论渲染力" 技术媒

介%行动主体%符号形式和社会语境共同成为塑造

文化现象的互动因子!文化现象获得了公共性话

语提升!异质文化与社会舆论协同性得到强化"

新媒体文化话语作为用户重要的娱乐%消遣或休

闲功用!按类型分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模式(

#)以传统媒体为发源机制的文化名人或文化

现象" 如始于电视媒体的&百家讲坛'的热播!易

中天%于丹%袁腾飞等文化名人的走红!超级女声%

快乐男声%加油好男儿等选秀活动引发的草根文

化时兴等" 在这些文化现象中!网络又一次成为

传统媒体内容传播的二次销售渠道!与电视媒体

#共振$!共同推进文化景观 #极化$" &百家讲

坛'将经典以大众文化方式扩散!新媒体的#奇观

化$策略又赋予了其#象征性仪式$感召!使其传

播符号成为某种社会公共议题" 超级女声等选秀

活动的草根传播!创造了一种民主式参与的媒介

建构形式!网民的狂热化情绪本身就成为值得关

注的文化奇观"

!)以网络原创或热点议题走红的文化现象和

文化名人" 如网络流行歌曲&两只蝴蝶'%&老鼠

爱大米'%小沈阳%李玉刚的走红" 网络原创作品

通过技术推广和搜索引擎能够免费地扩散传播!

这类作品通过积累一定的网络点击率获取注意力

经济!最终以人气排行途径形成网络热门议题

,作品-" 与传统媒体的#撒播000接受$模式相

比!新媒体的传播形式尤显自主性与互动性" 李

玉刚等文化名人的成名逻辑在于演绎了区别于传

统艺术形态的表演形式或创新了以新媒体的#奇

异$叙事推及#炒作$文化!成为社会大众热议的

文化现象"

F)偶发性现实事件引发的文化反思或讨论"

如国产动漫剧&喜洋洋与灰太狼'的热映%流行天

王迈克尔4杰克逊逝世%著名学者季羡林%任继愈

的辞世等" 这些文化现象的出现带有一定的偶然

性!实则蕴含了一定的发生规律!都引发了广泛而

热烈的讨论" 文化偶像离世引发的网络讨论很大

程度上体现了大众对当前文化的批判和反思!对

经典的怀旧和回归!这种争辩有利于文化秩序的

共进和繁荣"

%)以文化名人博客或日志为信息源引发的公

众热议" 如韩寒的博客%老徐,徐静蕾-的博客%

李敖的博客等" 在这些文化话语背后往往蕴含着

一定的公共性" 这些博文或日志往往以网络链接

的形式为门户网站所转载!在一段时间内形成网

络空间的热点话题!也有可能进一步为传统媒体

所报道!形成多渠道的文本传播" 名人博客拥

有一定的粉丝群体!往往成为舆论群体的意见

领袖!对舆论的发生%发展和转向具有重要的引

导作用" 名人的言论%观点承载着个体的价值

偏好或道德实践!同时也成为一定时期的公共

文化热点"

新媒体事件话语舆情综合模式"作者自绘$

四%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四种类型学叙事方式不同!侧重点

也大相径庭!但共同的是都处于多元力量关系的

动态建构当中" 在个案事件中!每种关系的力量

对比也大不相同!博弈结果的直观体现便是舆情

模式" 此外!受众参与度的高低直接影响到舆论

能量的高低!受众参与度越高!舆论能量越强!转

化为现实行为的动力越强!反之亦然" 此外!除受

众参与度外!舆情周期还受到舆论素材和媒介%技

术的关系影响!舆论素材的#争辩性$越高!舆情

保鲜度越高!一定程度上延长了舆情周期" 媒介

的传播形态和技术指标也影响者舆论周期!传播

形态多元能够扩大舆论素材的受众面!强化内容

的丰富程度!技术程度的深浅也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着事件外围因素和边缘信息获取!进而影响到

舆情发展周期"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话语修辞的

模糊性!话语间的区分非泾渭分明!新媒体个案牵

涉的多重话语反映了话语类型的韦恩交集" 交集

型事件体现出事件的多义性和复杂性!在某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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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加强了该舆情的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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