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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与日常生活：几个建构理论的方向 

作者： 郭中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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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术概念,“日常生活”内涵庞杂且界限模糊。庞杂之处在于对概念阐释的多元视角，譬如，作为国家的当权者，对

日常生活的描述往往是自上而下的——9.l1后美国政府强调的所谓“美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我们的生活方式不会改

变” 就是一例，这样的陈述里隐含着“他人的日常生活和我们的不同” 之假设 。与之相反，也有自下而上的阐释——

新闻报道或文艺作品中对“普通人” “老百姓” 的描述表现了与权力阶层相对应的民众阶层所具有的某种共有特点。  

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可以把“日常生活”做一个相对主观的分类，以描绘它的外延及概念内部的结构：1) 肉眼可观可感

的衣食住行，再进一步分为1a）那种司空见惯的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日常行为(如去超市购买纯净水)和1b）虽

然天天都在做，但内心深处对其存有某种质疑的事(如妇女就应该在厨房)；2) 肉眼不可观不可感的日常生活(如个人内

心活动或机构法律对人行为的无形限制等)；3) 同一时期，不同文化、不同社会制度内老百姓不同的日常生活(如大陆儿

童知道红领巾意味着什么，香港儿童则完全不知道红领巾的涵义) ；4) 同一文化，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日常生活(如中国

封建社会允许一夫多妻，而新中国则不允许一夫多妻) 。  

通过凡此种种，可见“日常生活”无论是在个人还是整体层面都具有某种共享性。一些学者二元地把日常生活的研究分

为“个体” 和“整体” (见下表) 

如果把这些关系的分析视角用相关的理论串联起来，可以粗略梳理出下列几种研究路径，并可从中看到传媒所扮演的角

色：  

一、 佛洛伊德认为日常生活的表层下掩盖着某种强大的个体的本能欲望，看得见的现实/真实只不过欲望的伪装 。在伪

装下，个体必须时刻小心，借助整体的伦理道德、社会规则、行为规范的帮助，以及个体经验中社会对各种行为的奖惩

的认知来关紧自我本能欲望的闸门，防止那些被整体所不容的个体本能欲望流露出来(如各种各样的越轨言行：从说错话

到谋杀) 。借用佛洛伊德的理论来看传媒，研究者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传媒在建构、维护、宣扬整体的行为准则方面

所起的作用是什么？传媒内容和受众的认知关系如何？受传媒影响的个体，其认知与行为是表里如一还是内外分裂？是

压抑或是渲泄？在什么条件下媒体的作用会产生变化？  

二、 再借鉴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阐述，研究者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日常生活。马克思认为几乎所有看似天经地义的

日常生活行为其实都是统治阶级暗地操纵的结果，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摆布着我们，替我们决定坐什么车，买什么菜。换

句话说，我们的点滴日常生活最终指向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对维护所谓status quo (社会现状) 有利的(一个上海人在超

市买纯净水和纽约证券交易所食用水生产公司的股票涨落之间的关系值得深思)。如果说剥削压迫、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

家固有的本性，那么当老百姓误认为日常生活中大量的选择是自己独立做出的，受剥削受压迫的人认为他们所处的社会

环境是自然而理所应当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普通人往往会对埋藏得最深的社会矛盾置若罔闻。日常生活中越是被熟

视无睹的事，其意识形态的渗入程度就越高。由此来看，传媒所起到的作用是维护通过社会现有秩序体现出来的统治阶

级的利益，具有‘工具’ 的性质。  

虽然佛洛伊德的‘伪装’ 来自个人内在的潜意识，而马克思的‘表象’ 来自外部社会结构，两者的共性在于：1) 他们

都认为有一些隐藏得很深的、邪恶的力量在暗中指引着日常生活；2) 其对个体的影响必然扩展积累至整体。  

三、 福柯将包括“日常生活”在内的文化置放于权力关系中，主要关注掌握权力的一方是如何通过话语来构建及表述自

己的合法性。通过对性行为、精神病、社会惩罚、卫生行为、饮食及工作等研究，他把权力/政府对日常生活的有效话语

控制提高到中心研究地位。而权力话语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强到弱、从有到无的过程正是典型的传媒操纵过程。显

然，在一个时期内，传媒会大张旗鼓地突出某个话题 (priority) ，报道某些事件、人物、现象(inclusion) ，传媒会

无意识地忽略一些事情 (omission) ；也会系统而有意识地排除另外一些内容 (exclusion) 。用权力关系的研究框架看

传媒和日常生活的关系，我们至少需要问：1) 什么内容被突出、报道、忽略、排除；2) 针对不同情况，传媒是如何操

作的；3) 为什么；4) 谁是权力话语的既得利益者，谁是受害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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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Lefebvre认为在以商品文化为主导的现代社会中，日常生活已经被全球贸易 “殖民地化了”。喝纯净水、亚洲人

染黄头发、垃圾的分类处理和环保再生等一些从前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无庸置疑并不可分割的部

分。与上述几个学者一样，虽然Lefebvre的研究对象来自50年代而且并没有直接涉及传媒，但不难看出在全球贸易把日

常生活殖民化的过程中，传媒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有时为了推广一种生活方式，传媒并不一定需要花费大量的功

夫或篇幅。若要让一种发型或时装变得时髦起来，传媒只要不显得大惊小怪，平静地认可它的存在，那么所谓mere 

exposure理论就会开始起作用。问题是传媒不是对所有的新鲜事物都采取同样的态度，有时和官方一致(如分类垃圾) ，

有时可能会冒犯官方(如大陆主持人故意学港台腔) 。这就把对传媒内容和全球化关系的研究变得丰富有趣起来。  

五、 Erving Goffman的研究把日常生活分为“前区” (front region) 和“后区” (back region) 。依据他的观点，

每个人的社会活动都包括必须服从机构、制度、规范等限制的一面(前区)，同时又有自我发挥、打破常规的空间(后

区)，这就造成了游离在两个区域之间的“双面人”现象。比如电视台的名嘴在前区（主持新闻、娱乐、晚会节目）循规

蹈矩，道貌岸然(遵守规矩)，但在镜头和观众背后满嘴脏话，行为不检(反抗规矩)。大学老师在课堂上面对学生是一副

面孔，几个老师在一起喝酒聊天儿时是另一副面孔。按照Goffman的说法，对于任何一个个体而言，顺从和反抗并存于日

常生活中。传媒的角色在这里比较复杂，因为传媒既不是一味地附和也绝不会公然反抗前区规则。研究者的任务主要是

寻找传媒附和或者反抗的条件，而不是将两者对立起来，陷入非此既彼的窠臼。  

六、 Hebdige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角度，从对另类文化或“次文化” (subculture 如嬉皮士、朋克等) 的研究中发现日常

生活中有一种无意识的反正统行为。次文化的成员多数对主流社会价值抱有不满，但他们以一种疏离政治的、仪式化的

(如穿鼻环) 、象征性的行为来自我表达。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空子”可钻，主流意识形态就像一个大坝，把日常生活局

限在规定的范围内。虽然次文化只能在大坝上钻出一个个小孔，但确具有很大的潜在破坏力。多数情况下，传媒对次文

化表现出鄙视和轻蔑，在报道上要么系统排除，要么采用非正当化/非合法化(delegitimize)的手段将它置于边缘。很多

研究集中探讨了记者编辑利用什么样的版面、修辞及图片角度等丑化次文化的成员、领袖、口号、仪式和新闻从业人员

在什么情况下报道/不报道有关次文化的新闻。由于次文化的组织有松有紧，规模有大有小，公众认同程度不同，所以在

传媒上所受的“待遇’”也是不同的。这就为建构理论提供了许多有意思的假设。  

下面，我用一个我本人最近思考的问题把上述的一些理论整合起来，放到具体的传媒研究语境中，作为例子简单介绍给

大家。我把它叫做“鸡蛋理论”。  

传媒的内容从结构上看，无论是在什么社会，什么历史时期，都有一个核心(好象蛋黄) 。核心里面的内容不具弹性，不

可挑战，不容置疑，并带有一定的强迫性(如海湾战争时的美国传媒不许报道美方战略部署)，可以这么说，传媒理解要

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虽然这部份内容是社会官方意识形态中最坚实的基础，但它在整个传媒内容中所占的比例并不

一定很大。占具传媒内容绝大部份空间的是‘诱惑性’ 内容 (好像蛋白) ，这类内容生动有趣、图文并贸、令人愉快舒

服 (如休闲、饮食、时尚、汽车洋房、娱乐、子女教育，甚至大量调查性新闻报道、灾难新闻、人情味软新闻等都可以

看成这诱惑性的一类，因为这些内容让人哭、笑、愤怒，吸引受众注意力，给人以免费看戏的感觉)。它的包容性强、弹

性大、变化快以及迎合多于说教，但贴近主流意识形态，似乎试图将人们逐渐‘引诱’ 至主流意识形态，让受众不知不

觉地接受乃至内化主流意识形态。而在蛋白之外，有一层薄薄的蛋壳，其内容主要是对主流价值观的某种不满与挑战(既

所谓的擦边球)。在美国，有关‘恐怖分子就在白宫’ 的报道比较接近蛋壳。左派、右派、中间派，观点偏离核心的，

均可能存活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由于这类“越轨”的表现形式五花八门，既有想象力又具创造性，所以为‘政治伪装

的艺术’ 这个概念增添了不少很有意思并且具有高度研究价值的层面和维度。在传媒呈现的公众话语之外，日常生活中

还有很大一块隐藏话语(即所有一般不会见诸传媒的老百姓的内心独白与他们之间的对话) 。在美国颂扬纳粹、宣传无神

论、辱骂黑人等基本属于隐藏话语。但是隐藏话语在一定的条件下是会通过某些途经巧妙地进入传媒所呈现的公众话语

的，这又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隐藏话语通过什么形式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名义为什么可以进入公

众话语？  

归根结底，社会科学研究在探究社会现象的整体性和相关性的同时，还包含对意义的阐释与自我反思，研究本身就是一

种关乎学术的日常生活的文化书写行为。因此，这些理论路径只提供有关传媒和日常生活研究的几个已知的向度，更广

阔的拓展空间则存在于研究者本身对各种理论向度的批判性使用，以及对日常生活本身的敏锐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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