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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关于农民形象媒介再现的研究 

 

摘  要：三农问题不仅关乎中国人口最大多数人口的利益问题，而且也关系着我国现代化的进程。这需要多方

努力。在今天的媒介社会里，媒介再现的农民形象是否准确全面, 也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本文初步梳理了一下目

前国内主要媒介对农民形象再现的研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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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blem  of  peasants、country、agriculture is  not  only  connected  with  the  most  of  the  people’s  

benefits, but   also   connecte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In  the  mediated  society, how  do  the  media  represent  

the  images  of  the  peasants?  In  this  article, I  will  analyse  some  research  of  the   peasants’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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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5日，中国政府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五年规划纲要草案中，优先的问题之一，便是提高农民的生活水

平，基础建设投资的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成为一项历史任务。就传媒在这项任务

如何发挥作用而言，需要传媒业界、新闻传播学界、政府三方面的合力。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而构建和谐社会是实现这一共同理想的重要社会基础。我国

新闻媒体任重道远，媒体不是局外人，媒体是最活跃和最有生命力的参与者、建设者，是先进生产力，它不仅要

引领先进文化，担负党和人民的喉舌和桥梁纽带作用，同时又要成为一个重要的公众舆论平台。媒体要利用好这

个平台承载起培育公民精神的神圣使命，努力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凝聚力，真正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积极

的、建设性的重要力量。 

作为传承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的媒介，作为社会的守望者,在给人们提供信息和娱乐、引导舆论、进行大众教

育的同时，还有传承文化的功能。所以大众传播媒介传播什么样的农村文化,再现什么样的农民形象,这个问题不

仅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也影响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及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农民形象的再现研究也就成为导

引大众传媒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目前对农民形象再现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 
（一）建国后农民作为劳动者形象演变的情况研究 
王光银研究发现建国后中国农民的形象经历了从个体劳动者到集体生产者、从集体生产者到独立生产经营者

的系列转变。其演变实质，乃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在不同性质所有制和同一所有制不同形式中的演

变，这一研究，开拓了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研究在建国以来党的农民政策，并对当前的农民发展研究具有现实意

义。[1]不过在该文章里并没有注明农民形象是出自文学作品还是大众媒介作品，所以有点笼统，针对性不强。 
（二）作为农民中的一部分群体——农民工的形象再现研究 
A、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系文晓音的硕士论文《城市报纸中的农民工形象研究——以〈深圳特区报〉和〈晶报〉

为例》，（2005年5月）通过研究对《深圳特区报》和《晶报》中农民工形象的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发现：深圳

报纸塑造了四种不同的农民工形象，其中遭遇悲惨的形象最多，反映了农民工在城市的悲惨遭遇。在报道中又带

着对农民工的刻板印象，而且在对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上做出大众传媒的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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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四川大学的禾同舟与李红淘在《农民工社会处境的再现：一个弱势群体的媒体投影中》[2]，选取了《工

人日报》（党报兼专业报）、《北京晚报》（农民工流入地的晚报）、《成都商报》（农民工输出省份的专业

报）这三份报纸作为考察对象，并将2003年6月至2004年7月一年间的报道作为抽样框，从中进行等距抽样，得到

112个分析样本。以“报道对象”、“报道内容重心”、“以政府部门或政府官员为对象的报道涉及的具体行为”

等为分析类目，分别从新闻场中的“农民工议题”、媒体的偏向：政府与农民工在议题呈现中的位置入手研究，

发现媒体将农民工的社会处境简化为经济处境，并将农民工塑造为“经济利益被损害”的“弱势群体”，造成了

三方面后果： 
农民工被视为劳动力群体，而不是具有丰富需要和多重利益诉求的社会群体。这使农民工的利益诉求被简化

为经济利益，从而忽略了对其政治权利、社会权利的关注。 
经济处境经常以事件性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企业欠薪之后被逐出建筑市场、政府官员帮助民工讨薪、解救

被强迫劳动并限制人身自由的民工、民工通过爬塔吊等“非理性”的行为讨回薪水、民工表演“跳楼秀”被拘留

等，起解决方式也是对应时间的一对一解决，而不容易从事件引向问题，从而将议题引向制度与政府层面。 
对经济处境的再现，或者将农民工社会处境的全部症结集中于经济处境部分，制造了一种误会，即以为农民

工的弱势完全由经济利益容易被侵害构成。 
作者反思这一种对农民工社会处境的媒体再现，其结果，一是使农民工处于关怀的地位，二是使他们处于被

表达、被代言的状态，综而言之，他们不能作为一个有着自己正当利益诉求的社会群体进行理直气壮的自主表

达。 
为了使媒体对农民工群体社会处境的再现趋向比较理想的状态，首要一点，是媒体要对农民工群体正确定

位，要实现从弱势群体到处于利益受损状态的社会群体的转变。农民工是一个有着多方面利益诉求的社会群体，

而不单纯是一个劳动力群体，其政治权益及社会权利、经济利益和社会生活的需求，都理应得到充分的表达，媒

体要赋予他们更主动更积极的传播权利，要在传媒上拓展农民工自主表达的渠道与可能性，而不是被关怀的结

果。 
其次，该研究发现，媒体对农民工议题的关注是事件性的而非问题式的，要改变这种应激反应的状况，就必

须在传媒舞台上建设对“农民工议题”的“争议空间”，通过比较深入的公共讨论，形成有关农民工问题的合理

而积极的公共舆论，促使这个身份群体的瓦解和向职业群体（新产业阶层）的转变。 
（三）、国内主要报纸对农民形象再现的研究 
A、方晓红、贾兵在《论〈人民日报〉“农民形象”塑造》一文中[3]，以定性和定量方法相结合，随机抽取

了1982年、1983年、1987年、1988年、1993年、2002年、2003年和2004年八年的《人民日报》，共抽取384天2910

篇有关三农报道的文章，发现该报在塑造农民形象有“得”也有“失”，“得”主要表现在1、全面涉及农民生

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2、动态地反映了农民形象的变化  3、以平等的视角关注农民   “失”主要表现在：1、过

多的增收报道存在片面性 ：农民的收入一以贯之用没有太大变化的同一主题进行报道，而实际情况是，经历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增收的短暂辉煌之后，农民的收入和负担不对称，实际收入有下降。2、农民工问题报道内容单

一：报道题材基本局限在农民工工资和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等几个有限的领域，这样难以作到新闻报道的整体

真实；报道模式的单一体现在帮助清欠农民工工资、免收农民工子女借读费等问题上，这种模式化叙事限定了人

们对事物复杂性的认知，也影响了报道的深度和力度。这样满足于年复一年地帮助农民工追索拖欠工资，而不能

对此类问题的出现追寻一个为什么，并由此促使社会制度的饿完善与健全，那么媒介的社会监测功能与舆论监督

功能就没有真正实现。同时，媒体报道中没有反映出农民工的整体生存状况，不利于政府改革农民工制度，也不

利于帮助农民工在城市中获得社会认同感。3、“三多三少”：农民“主角”的“配角”化，农民在“农民报道”

中，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但是却被有意无意地“配角”化了，主要表现在：被动引导多，主观能动少；党政

干部多，普通农民少；经验技术多，观念变革少。4、农民正面典型的缺失：这样不利于给大众一个通过“观察学

习”而获得行为的指导。 
作者由此得出结论：1、正确描述社会各阶层的形象是媒体的责任。因为在现代社会，公众越来越依赖报刊所

提供的情况，做出好或坏的判断，这就要求报刊对社会各集团、各种族、各阶层、各区域做出合乎实际的正确描

述。2、农民形象的准确塑造应当是衡量媒介对三农作用的重要指标：媒体对农民形象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是媒体

及其从业人员心目中农民形象的反映，媒体掌握的话语权和传播能量不仅作用于媒体本身，而且还影响到整个舆

论环境：首先，媒体定位的农民形象影响到政府的决策，其次，媒体定位的农民形象影响到城市人对农民的态

度。再次，农民形象的准确塑造对中国9亿多农民的自我认同和观念变革的影响也不容小视。 
B、苏州大学2004年卢迎安在其硕士论文《媒介形象再现与社会真实建构——国内主要报纸对农民再现的研

究》一文中，通过分析《人民日报》报系和《农民日报》的相关报道，研究了国内主要报纸对农民群体形象的再

现。研究发现，作为一家综合性报纸，《人民日报》报系对农民形象的再现是一种误现；作为一家专业性报纸，



《农民日报》的再现则是一种低度再现。再现中的偏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农民的基本特征方面，报纸倾向

于中年年龄段、男性、农村干部群体，二是报纸再现的农民生活现状与真实情况有区别，因而，国内主要报纸对

农民的再现是不真实的，不充分的，并有明显的模式化倾向，再现中体现了一种不平等的政治权力关系和中国社

会传统的性别权力关系。 
在该文中，作者分析了造成这种再现的主要原因是：农民没有话语权；在现行的新闻政策与新闻体制下，媒

体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重宣传、轻传播“的倾向；传媒介泛滥的商业化趋势给媒体造成无形压力；媒介从业人员

在地理或心理上与农民存在距离。 
 

结论：从以上国内目前对农民形象的再现研究中，我们发现存在一些问题：片面、局限，没有真实地再现中

国人数比例最大的群体——农民，而且上述研究主要集中在纸质媒介，对于受众量较多的广播电视类媒介是如何

再现农民的？同时，这样的再现对农民受众有怎样的心理影响？他们对媒介再现的农民形象认同还是抵抗？这些

都还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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