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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业激烈的竞争和收视率要求，迫使电视新闻工作者改变以往的新闻陈述方式，而采取一种

更为新颖也更为现代的新闻“故事”的叙事方式满足观众。韦佛（Weaver）和斯皮瑞尔

（Sperry）曾分别于1975年和1982年著文阐述其对电视新闻叙事体的研究心得，认为电视新闻

含有故事的构成要素，像是虚构的娱乐性节目，更能吸引观众。⑴ “情景再现”正是这样一

种“讲故事”的陈述方式。情景再现（Dramatization），又称戏剧性再现或真实再现。是类

似电视剧的一种制作方法，用语言、音响、实物等再现或用演员、当事人再现。20世纪70年

代，美国《60分钟》节目独创此手法，多用于破案题材，使用这种手法时一定把“情景再现”

的字样打在屏幕的左下角。“情景再现”作为电视新闻的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和创作理念，叙述

的是没有镜头在场的“过去时态”的历史，是对原有的关于历史信息表达习惯的分碎和重构，

然而既有经验的完整性和具体性，却会对这种分碎和重构形成阻抗作用。本文所要探讨的“陌

生化”传播效果正基于此。 

关于“陌生化” 

“陌生化”之说源于文学，是俄国形式主义的重要理论观点。“陌生化”原则，志在唤醒人类

日渐消失的创造力。形式主义大师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普通语言是日常的、司空见惯的，平庸

呆滞而毫无生气，经过“陌生化”的文学语言则清新、奇异，充满活力。“艺术之所以存在为

的是恢复人对生活的感觉，为的是使人感觉事物，使石头更像石头。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

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程序就是使对象陌生化，使形式更复杂，从而增加感觉的难

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然没法强化。艺术是体验对象的艺术构成

的一种方式，而对象本身并不重要。”⑵按照什克洛夫斯基的看法，文学与现实城堡之上旗帜

的颜色无关，文学语言的真谛是“陌生化”。“陌生化”形式的震撼必将使读者脱离惯常的感

知方式。重新认识文学呈现的对象。“陌生化”不仅把文学分离出的日常语言，同时，“陌生

化”还将使文学从陈旧的传统形式之中脱颖而出。读者对于传统形式的感觉已经因为“自动

化”而麻痹，“陌生化”的意义是重新恢复形式的“可感觉性”。在这个意义上，“陌生化”

甚至是文学演变的动力。⑶ 

20世纪下半叶的文学研究重新回到了历史语境之后，文学理论研究的触角开始探及文学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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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以及意识形态的互动：文学如何作为一个文化成分参与特定的话语环境；文学话语机制如

何通过自己的美学立场而产生独特的发现……于是，文学理论自然难以回避对于文学生产工具

以及传播体系的考察。不言而喻，现今的文学是生存于报纸、广播、电视、电影以及互联网之

中的文学；文学理论有理由将这些文学生产工具、传播体系以及因此崛起的大众文化纳入视

野。 

电视新闻“情景再现”手法是大众传播体系下的一种理念和表现手法的创新，新形式的出现恰

使得“陌生化”的文学形式为种种未名的经验开启了新的空间。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说：

“语言既是意识形态的具体宣言——是说话者据此而思考的范畴——又是对它质疑或推翻它的

基地。”⑷故而，“陌生化”的文学形式在“情景再现”的信息传播过程中制造着种种崭新的

可能：各种潜伏于主导符号体系之下的社会无意识在新的传播手段下得到了组织和命名，承载

意识形态的信息对种种未名的经验重新编码并传播，而一种对意识形态的挑战乃至修正也在

“陌生化”信息的接受和反馈过程中得以实现。 

“情节再现”的叙事者与“陌生化” 

     与叙事视点相关的是叙事者的问题，对叙事者的分析也就是探讨谁在发出声音、如何发

出声音。相同的新闻故事会因叙事者观点、权力的不同及公正、客观、可靠程度的不同而产生

极大的差异。而且，叙述者的叙述层次、参与新闻故事的程度和被感知的程度，都将决定受众

如何理解新闻故事以及对故事采取何种态度。正如本杰明所说：“叙事人对故事的影响力，与

陶器匠的技术对陶器的影响是一样的。”(5)叙事者在“情景再现”的新闻叙事文本中的表现

程序、方式，以及隐含的选择都赋予新闻文本以特征。新闻故事不同的陈述主体以及由此带来

的特征各异的新闻叙事文本对“陌生化”的实现具备不同的功能和效力。 

首先，镜头叙事者是电视新闻“情景再现”中永在的叙事主体。镜头叙事者在国外有诸多复杂

的称呼，如Grand Image-maker（影像巨手）、 Implied Narrator（隐身叙事者）、Implied 

Director（隐身导演）等，但最普遍的称呼就是“镜头”。这个称呼不仅是机器的简称，也是

所有影像叙事者的总称。事实上，摄像机镜头所拍摄的影像是一种较之文字更为感性的符号。

镜头所拍摄画面的真实性和可视性使文字阅读包含的理性遭到了剥夺，观众的心理防范因缺少

戒备而被迅速解除了，异常的逼真产生的敬畏让许多人不由分说地将影像视为现实。“相对于

强大的电子媒介系统，个人既孤立又脆弱，他们顺从地接受影像的同时也顺从地认同了摄像机

背后的价值体系。许多场合，电子媒介系统分割了书写文化的辖区，产生了更为强大的控制功

能。”(6)人们不再将电子媒介系统之中的影像视为一种符号正在陈述某些涵义，不再像警觉

文字表意那样警觉摄像机的“修辞”技巧……人们没有意识到，摄像机同样服从于操纵者的意

志。镜头的运动方式，譬如推拉摇移、升降甩跟等等及其所蕴涵的特殊表达意义正是这些意志

的体现。“如果说，大众传播媒介通常为统治者所控制。那么，其中的电子媒介系统比书写文

化更善于掩护统治者的统治意识。”(7)这即是电视媒介系统叙事的强大效果：让观众在独立

自主的幻觉之中接受了种种意义的暗示。不言而喻，自愿远比暴力强制深入人心。 

然而，镜头仅仅是冰冷机器的一个部件，其叙事有赖于传播者意图的“操控”。 固然新闻叙

事要遵循真实性原则、“情景再现”亦要尊重新闻事实的原貌，但“……叙事性……的画框所

组成的整体最终受某种思想态度（理智、道德、政治等方面的态度）的支配，它表达了叙事者

对于事件的判断。”（8）任何一种单一的精神形成过程所具有的功能性，都有一种与之相适

应的、既与个性生活有关又与集体生活有关的态度。这种对功能性的适应是一种前理论的态

度，而不是一种理论的态度。正因为如此，进行社会认识和叙事的主体“不只是理论的（或美

学方面的）主体，而且也（像狄尔泰称呼的）是‘整个的人’，或者说（像我们以后将准确称

呼这个术语的那样）是社会人。”（9）诚如后现代哲学家所认为，主体只是形而上学思维的

一种虚构。如果要说主体，那么应当说存在着两种主体，即意识（虚假的主体）和无意识（真

正的主体）。真正的主体是人的本能冲动和欲望，但随着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以及人的社会化，

这种本能欲望日益被压抑，被驱逐出意识，从而成为“阴影”和无意识。因此，真正的主体始



终处在被统治、被理性和秩序排斥的状况，它在本质上是叛逆的、反秩序的。（10） 

美国《20/20》节目的《纽约地铁凶杀案》这期节目最受推崇的一个亮点即是在“情景再现”

中在犯罪现场运用主观移动空镜头的叙事。空镜头跟进、慢镜头等动作是非常态的镜头运动方

式，事实上意味着对该画面的强调，并由此唤起观众的格外注意和心理感应。此时，与镜头叙

事者共同工作的、比较权威的另一种叙事者是镜头之后的画外音，镜头叙事者仅是在现场将当

事人的语言叙述视觉化。镜头因语言叙述而具备思想，观众对镜头叙事的观照其实是对传播者

主观意志和无意识的接受。 

 “客观叙事的世界表面上是自足的，实质上却是有赖于它所忽略的东西才能存在。……符号

的意义只能参照符号所掩盖着的整个体系的关系才能得以解释——并使它上升为统摄整个话语

的原则。”（11）故而，新闻事实在“情景再现”的叙事话语中被表述时所依照的次序和方式

正是对这种“无意识”的肯定和外化，新闻背景、人物关系等作为隐含的因素在社会无意识中

被文本化和叙事化。新闻再现的话语本身作为一种历史话语“实际上是事实与意义的结合

体。”（12）新闻传播无法摆脱倾向性并实现“超然”，“情景再现”的叙事者亦不可能从

“客观性的”叙事话语中删除意义，因为这只不过“又产生一种新的意义”，“系统中一个成

分的不存在正与它的存在同样是有意义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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