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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即使是在与国家关系不那么密切的领域，由于涉及到对特定制度和政策的质疑和挑战，

一场话语运动的酝酿也需要获得意识形态正当性。在本文的个案中，媒介话语的正当性主要是

通过两种方式获得的，一是建立在国家所倡导的消费者保护运动的基础上，通过对官方话语的

再阐述来获得天然的意识形态正当性，媒介正是通过对这一官方话语的生动阐述来扩展和重构

它的；其次这一正当性也是通过对传统和通俗文化资源的运用来建立的，如通过讲述富有情感

煽动性的故事，使得媒介所建构的公共话语建立在情感逻辑和道德逻辑的基础上。值得强调的

是，媒介在建立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连接方面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只要存在市场的驱动力，它就

能够运用各种文化手法来建立和维持自身话语的正当性。 

第三，从本文的个案来看，在当代中国，媒介所建构的公共空间与Habermas ( 1989 ) 所说的

“公共领域”，以及典型的民主制度国家的公共话语空间有很大不同。因为尽管Habermas批判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媒介这一角色的陨落，但是相对而言，它们都是由相对理性的对公共问题

的辩论和讨论构成。本个案所呈现的公共空间虽然在后期也表现出了相对理性的特征，但是它

建立在一个长期酝酿的集体情感基础上，仍旧有很大的情感成分。 

第四，与上一特点相关联，在当代中国，媒介起作用的方式主要并不是提供公共讨论的空间，

而是塑造“象征表达”。因为象征表达对于政府行为的约束作用大于实质表达，因此媒介的重

要作用就在于如何以情感化的方式建构关于“民众不满”的“民意”景观，以促使政府在这种

感知的“民意”压力下进行决策。也因此，讲故事的作用突显出来，在媒介这个公共领域中

“讲故事”，进行情绪化地表达，以及建构和呈现“民意”的“景观”等等功能也与理性的陈

述同样重要。 

下面我简单陈述一下本研究的结论可能触发的基点思考，值得今后进一步研究： 

1． 媒介变革与社会变迁：现有的媒介变革是否有利于中国的社会转型？如何作用于中国的社

会转型？在西方民主社会，媒介能够扮演议程建构者角色，推进和型塑制度建设，是一个共识

的概念，而且也得到了一些经验研究的证明（eg., Cobb & Elder, 1972）。事实上，媒介的

这一功能设定本身就已经包含在民主理论中，是民主理论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但是在中国这

样一个权威体制国家，媒介被认为承担着和民主社会完全不同的功能，由于命令型的媒介体

制，媒介一直被认为是完全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即使市场化商业化的改革已经激活，学术

界所持的仍然主要是一种相对悲观的观点，认为这种不彻底的市场化并不能有益于中国社会的

民主化，因为政治新闻和关系到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统治的新闻报导仍然受到严格的限制，国家

仍然能够很大程度上监控和操纵媒介，而且，由于内容的“去意识形态化”和娱乐化趋势，媒

介反而更可能成功地承担它为主流意识形态霸权服务的目的。（eg., Zhao,1999； Zhao, 

2000; Xu, 2000）本文的个案研究似乎显示了某种与以上这些结论不同的、相对乐观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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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媒介的市场化改革可能在不同的社会领域推进和型塑当代中国社会的制度建设，通过不同领

域和不同社会范围内的实践，媒介有可能有效地推动建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这

种机制使得国家制度的变革成为对“社会”的反应，而非仅仅是国家自行决定的结果。当然，

本研究并不能结论现有的媒介将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2． 新闻娱乐化与它的社会角色。近年来，在西方民主社会如英美，媒介娱乐化，尤其是新闻

娱乐化的趋势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促使了学者们在更大范围内思考新闻的社会角色：比如

大众小报（Tabloid）的盛行，电视杂志的出现，传统新闻报导方式的变化如越来越倾向于采

用个人化、戏剧化方式报导，新闻与流行文化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等等。来自自由主义传统

和来自新马克思主义的两派观点分别对此持相反态度：传统自由主义观点认为，专业的新闻报

导方式应该以传达信息（inform）为主要使命，建立在这一角色基础上的媒介制度是民主社会

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民主社会得以有效运作。因此，电视媒介兴起之后媒介内容的日渐娱乐

化以及表现在新闻报导方式上的“娱乐”化趋势被认为是对民主制度的潜在威胁，因为公民理

性因此遭受潜在威胁，新闻的娱乐化趋势将最终使得传统新闻在民主制度国家所承担的积极角

色陨落。源自于新马克思主义传统受到英国文化学派影响的观点则认为，新闻的娱乐化具有正

面的和积极的意义，在他们看来，传统的新闻报导方式有效地维护了主流意识形态，是为权力

服务的，而小报新闻或者说另类新闻则解构或者悬置了这类主流意识形态，因而更多地赋予了

边缘群体以反权力的平台。当然，中国社会舆西方社会截然不同的制度背景使得来自中国社会

的研究并不能进入这场论争，但是，本文的研究至少说明，在变迁中的中国社会，新闻报导的

娱乐化趋势却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因为讲述感人故事，循照情感化逻辑进行新闻报导，酝酿

集体情绪等等是促使话语运动的发生和公共议程建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从这个角度说，

娱乐化的新闻，或者说与流行文化越来越接近的新闻在当代中国特定的制度背景下产生了一定

的反抗和解构作用，也具有反抗和解构的潜力。这也是文化的政治性意涵。关于此类“娱乐化

新闻”的角色和功能，在何种条件下能够行使解构和反抗功能，又在何种条件下服务于现有制

度权力，还需要进一步得到更多的经验研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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