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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身份研究的基本理论架构

邱　戈
(浙江大学 传播研究所 ,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 ] 媒介身份研究受益于现代哲学的身份认知、系统论和角色 - 功能理论等丰厚的知识传统 ,

试图面对当代社会的种种变化 ,把媒介作为具有集体自我意识和反思性的“行动者”,考察身份形成和各

种因素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此研究方法建立在全景全息视野、规范背景与自组织原则、复杂性思维和

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的基础上 ,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当代媒介理解和分析的时空动态架构 ;其研究范

畴可以粗略地分为宏观的媒介状态描述、中观的各类媒介分析和微观的媒介人分析 ;并尝试结合多种具

体的研究方法。同时 ,如果能够以一种广义“媒介”的视野来深入思考 ,可以发展出一种全新的社会学研

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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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c Theoretical Frame work of Media Identity Studies
Q IU Ge

( I nst i t ute of Com m unication , Zhej i ang Uni versi t y , H angz hou 310028 , Chi na)

Abstract : Media identity study takes media as an agent wit h collective self2determination and

reflexivity t hrough a form of metap hor , and reviews t he complex interactive relation of media’ s

composing , action and identity. This view is not fabricated wit hout foundation. Contemporary

media is conf ronted with a series of challenges as market economy , globalization , new media and

active audience , etc. It needs new forms of cognition. In t he meantime , because of the reflection

of media people , media has an organic reflexivity in it s diff using act and it also has a certain

identity. More importantly , identity is taken as a cognition tool and met hod has a rich and

generous knowledge t radition. Identity is the result of t he Western p hilosop hic t radition. System

t heory is an important t heoretical basis for identity st udy. The role t heory of t he t raditional

school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has indicated a feel of identity and it will inevitably develop into

an identity t heory.

Colligating all kinds of knowledge t radition , media identity st udy is based on four core fait hs

as follows : Holograp hic View always reviews st udy object wit h a whole and holistic form ;

Canonical Background and Self2organizing Principle can make media achieve a canonical and

　



balanceable sit uation ; Complexity Theory means nonlinear t hinking mode , i . e. , t hinking in

oppositions and paradoxes , and admitting chaos and indetermination ; Human2oriented st resses

t he importance of human being as behavior subject and reflection subject .

Based on t he understanding of t he concept of identity and t he influence which media will be

likely to conf ront , we can simply describe t he basic st ruct ure of media identity. Enwrapped wit h

general cult ure and lying among time and space , act ual and idea system ,ot her and ego , media

identity lies in t he complex and interactive middle2zone. It s study category will not only be limited

to t he media field , but should start f rom t he focus of t he media , and penet rate t he broad field of

society and cult ure with detailed study met hods. Following t his kind of pondering , st udying the

concept of intermedium in t he broad sense can develop a new sociological study method which will

have more all2pervading meanings.

Key words : media identity st udy ; validity ; core fait h ; study category ; study met hod

一、媒介身份研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媒介身份研究就是通过一种隐喻的方式把媒介作为具有集体自我意识和反思性的“行动者”

(agent) ,考察其构成、行动、身份形成和各种因素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那么 ,这种研究能够成立

吗 ? 当前已有研究提出了媒介身份研究的可能性问题 ,在此笔者将再作深入阐述[ 1 ] 。

(一)媒介有身份吗 ?

身份一般是用来讨论人或者民族的。“媒介身份”具有一定的隐喻意味 ,就像在传统的媒介角

色研究中那样。但是 ,媒介是由人来操作和运转的 ,人对自己的行为甚至意识本身具有一种反思

性 ,当面对某一类行为 ,如传播行为 ;或一个特定的对象 ,如媒介机构时 ,会产生一种集体性的自反

性 ,正是这种自反性 ,使媒介具有了对自己传播行为的集体或者机构的反思性 ,具有了某种集体意

识。这样看来 ,“媒介身份”不全是一种隐喻 ,也是建立在以人为“媒介灵魂”这样一种扎实的事实基

础之上。

(二)身份更是一种方法

媒介身份研究无法回避其隐喻的本体论基础 ,但是如果将身份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加以谨慎运

用 ,对于媒介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 ,将有助于在新的时代和环境中更好地理解媒介 ,并具有很高的

应用意义。

当代媒介有以下几个重要的变化 : (1) 传统上认为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或者信息传播工具的媒

介 ,已经日益表现出其产业属性和经济属性。(2)媒介的地位日益重要 ,独立的权力要求日益高涨。

(3)新媒介技术 ,特别是互联网、移动通讯等各种传播形式和信息传播方式 ,正越来越以一种整体的

方式产生作用 ,并带来许多问题。这呼唤着重新审视媒介 ,才能提出有效的应对办法。(4) 全球化

几乎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国家、民族、特定的地域文化差异也日益凸现。媒介处于这种文化

的夹缝中 ,如何确立自己的位置和立场 ,成为其行动的关键性因素 ,也即文化身份问题。(5) 受众

“觉醒”了。受众反应的多样性和潜隐性已经被许多研究者所证实。特别是当前 ,经过上百年的大

众传播熏陶 ,见识了多元复杂的大众传播环境 ,受众变得更加成熟 ,也就更加主动和不可控 ,充满不

确定性。这对过去的媒介认识和当代的传播实践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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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的情况需要有新的视野和方法 ,媒介身份研究就是一种值得考虑的方法。比如身份观

本身就是一种全面和整体的视角 ,它能够面对变化 ,容纳差异。身份还要求既考虑物质现实力量和

权力问题 ,同时也考虑各种观念和主观意识的力量 ,并始终力求综合这两个方面的对立。身份理论

特别适用于对处于多种力量的压力夹缝中的主体或者对象的研究。比如全球化环境下发展中国家

媒介的两难处境 ,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身份问题。

(三)丰厚的知识传统

媒介身份研究绝不是凭空创造的 ,它有着丰富的知识源头。

首先 ,身份是西方哲学传统对人不懈追问的结果 ,经历了从自我、主体到身份的一系列发展过

程。早期的身份观导源于从笛卡儿到莱布尼茨所建立的抽象的、个人主义的 ,与历史和社会脱节的

主体观 ,认为存在一个固定自我 ,像灵魂和本质 ,一生不变。马克思是最早对抽象、孤立和本质化的

主体观提出批判的理论家之一 ,他认为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 ,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 ]18 。正是从马克思开始 ,身份才成为可能 ,作为一种概念工具才开始

萌芽。G. H. 米德反对自我天生的看法 ,认为在交流中会形成一种“客我”,当其得到“主我”的回应

时 ,自我或者身份就得以形成了。对主体以及自我的建构一直伴随着对其的质疑和解构。大

卫 ·休谟认为身份是一种虚构 ,往往是想像的结果 ,为了制造某种恒定的感觉 ,假装“我们感官的知

觉的继续存在 ,借以消除那种间断 ;并取得灵魂、自我、实体的概念 ,借以掩饰那种变化”[3 ]280 。到了

结构主义那里 ,主体完全丧失了其能动的创造性 ,成为了外部结构的产物。福柯甚至提出了人的终

结和主体消亡的看法。那种人们熟悉的自律、理性、固定不变的主体模式将可能被置换成一个多重

的、离散的和去中性化的主体 ,并在信息生活中被不断质询为一种不稳定的身份[4 ]83 。

当那些一向被认为确定无疑的东西开始动摇并受到质疑时 ,身份作为一个问题才被真正提出

来。这是一份优秀的思想遗产 ,蕴涵着对人的深刻思考和人文学科的优良传统 ,具有很强的认识价

值和方法论意义。媒介也是属人的 ,和人密切相关 ,以人为中心。因此 ,能够 ,也非常需要借用身份

概念和方法来研究媒介。

其次 ,系统论。系统论已经成为认识和理解世界基本思维的方式之一。简单来说 ,系统论是从

整体互动联系的视角来看待一个机构或者一个整体 ,也是媒介身份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一。通过系

统论这样一种理论中介和广泛联系的桥梁 ,把人文科学和哲学思考领域的身份概念理论化和方法

化 ,并运用于当代的媒介研究 ,产生新的思想火花。

第三 ,角色 - 功能观。受社会学功能观的影响 ,角色 - 功能观成为美国传播学传统学派对媒介

的基本认识。哈罗德 ·拉斯韦尔、查尔斯 ·赖特、拉扎斯菲尔德以及威尔伯 ·施拉姆相继对媒介的

功能进行了深入阐释 ,并由此引发了对媒介的角色界定[5 ]58 。就像有人说的那样 :“只有当把注意

的焦点从对个体的分析转移到对社会整体的分析上时 ,大众传播的某些特定方面才变得突出出来。

一旦这样做 ,就开始思考大众传播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 ,以及大众传播对整个社会发挥的功

能。”[ 6 ]336可以说 ,角色 - 功能理论的诞生标志着美国传播学的诞生。

角色观中天然蕴涵着一种身份感 ,特别是当个人对自己在特定情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某种

自我意识时。因此 ,角色实际上是关于社会结构性力量和特定经验的概念 ,当获得自我意识的反思

性关照时 ,就转化为身份 ,这是一种符合逻辑的转化。同时 ,面对当前社会文化的深刻变化 ,也呼唤

着一种全新的理解方式 ,这就是身份理论。当前已有研究预示了这样一种转变的趋势。马特拉提

出了传播施动者概念 (communication2agent) ,它通常是指积极参与社会行为和社会实践的主体 ,

具有施动的意味 ,这其实就已经隐含着身份问题[7 ]3 。玛丽 ·崴庞德指出由于美国作为加拿大一个

强大的邻邦 ,对所谓的“加拿大性”所产生巨大的解构力量 ,使加拿大身份实际成为一个问题和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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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论。同时 ,她主要关注的焦点是“这些基本的矛盾是如何塑造了大众传播媒介 ,使其成为这样的

形式的”[8 ]6 。这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加拿大大众传媒的身份问题。

综上所述 ,媒介身份研究不是空中楼阁 ,其不但具有一定的本体论基础 ,而且充分吸收了各种

有益的理论和观念 ,具有很强的理论容纳力和综合性 ,是一种富有弹性并对未来开放的思考视角和

理论方法 ,具有很好的现实解释力和应用价值。这正是这种方法可行性与合法性的源泉。

二、媒介身份研究的核心理念群

媒介身份研究蕴涵了一些基本的理念 ,是整个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的基石 ,是指导具体研究过

程的中心原则或者方法论。

(一)全景全息视野

全景视野意味着自始至终以一种全面、整体和综合的方式来考察研究对象。首先是全面 ,就是

对可能认识到的因素的全面考虑。其次 ,注意部分的整体性 ,即“部分不仅被包含在整体中 ,整体本

身也以某种方式存在于它所包含的部分中”[9 ]85 。

从研究对象来说 ,媒介身份研究必然聚焦于媒介 ,这是研究能够进行并具有意义的必然保证。

但是聚焦并不意味着隔离 ,媒介身份研究就是要通过焦点透视整个社会文化领域内的各种因素对

媒介的影响力 ,同时也要从这个焦点看到媒介所折射或者衍射的光线 ,在整个社会文化机体上留下

的痕迹和变化。这里还涉及到具体的个人问题 (媒介人) 。因此 ,媒介身份研究既要聚焦于媒介 ,却

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媒介 ,它是一个聚焦同时又发散的过程 ,一种全面的研究思路 ,这需要从观念上

打破一般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研究区分的固定界限。

从特定媒介来说也是如此 ,比如电影 ,它处于整个社会环境中 ,同时也处于整个媒介环境中 ,它

的身份十分复杂。这就像一种全息摄影 ,整个社会都能倒映在一个小小的局部上。

从知识结构来看 ,身份研究也试图沟通传统人文哲学学科和社会学科的知识体系。在当前的

认知领域 ,实际上存在着一种不应有的分裂 ,一种是强调客观和科学的经验主义范式 ,另一种是思

辨和灵魂探究的阐释范式。实际上这两种思路各有其优缺点 ,亟待综合。身份研究一方面注重对

身份界定的内在自我感 ,另一方面也重视身份构成的外在经验事实和结构 ,有望打通这两个隔离已

久的领域 ,获得一个相对全面的认知图式。

(二)规范背景与自组织原则

媒介身份研究建立在一个基本的社会假设之上 ,生活本身是无序的、混沌的 ,但是整个社会可

以处于一种规范和有序的状态。有序状态是无序状态的特殊形态和阶段 ,是一种过程。这种规范

状态主要是通过系统 (社会或者媒介)的自组织能力实现的。

简言之 ,任何时候讨论媒介身份都有其参照系 ,包括过去的媒介身份、不同地域和文化环境中

的媒介形态。当社会初始条件或者环境发生变迁时 ,媒介身份可能失去平衡 ,但是这种失衡不是永

远的 ,新的因素或者变化会给整个媒介带来新的刺激和复杂的变异 ,并导致媒介系统的自组织能

力 ①被激活 ,在系统不完全崩溃的前提下 ,重新调整而获得新的身份和谐。这里的自组织能力既强

调了媒介作为一个系统对外在压力和变化的自我防卫和修复的“有机”特性 ,也表明了媒介反应的

自发性、效果的间接性、复杂性和相对的独立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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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复杂性思维

这是媒介身份研究中最重要的理念之一。复杂性思维首先意味着反线性和非决定论或者弱决

定性的思维方式。举例而言 ,一般认为经济力量 (或者市场因素) 对媒介的属性具有决定性影响力

的 ,通常会认为经济因素确实是媒介构成的主导因素 ,但不是决定性的 ,因为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甚

至一些微小的环境变量也会对媒介造成影响 ,它们会干扰或者转化经济力量对媒介产生作用的方

式。通过这种频繁的互动和联动 ,使经济力量产生的效果不那么直接 ,而且也非常多样 ,不是完全

可控和可预测的。

复杂性思维又蕴涵了另一个特性 ,循环因果或者称之为复杂因果。比如媒介受社会文化种种

因素的影响 ,但是媒介自身的特性却不是单个因素决定的 ,它拥有相对独立的涌现特征 ,这些全新

的特征又将反作用于社会 ,给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很大的影响 ,谁是因 ,谁是果 ,就变得模糊起来

了 ,并且无法简化。

复杂性还意味着要在对立和悖论中思考。一个系统中对立关系的同时存在是违背逻辑同一律

的 ,经典的处理方式就是运用二元论把对立的双方区别开来 ,或者无节制地使用辩证法 ①。但是就

事实和经验看来 ,面临的是对立关系甚至是悖论同处一室的情况 ,它们甚至是相互依存、背靠背的

关系 ,是一个钱币的两面 ,在同一个系统中保持一种紧张的张力 ,与此对应 ,一种理论上的张力也是

必需的。比如有序与无序的问题 ,在语义学角度它们因相互间的绝对差异和对立而存在 ,同时有序

产生于无序 ,终将归于无序。因此 ,复杂性意味着对无序和不确定的接纳。也即许多偶然性因素的

存在形成了认识的空白区域 ,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保证着认识的可能性 ,为认识指明

方向。

复杂性也还意味着一种无穷的“皱褶”。这主要是针对可能产生的反思循环。因为反思本身具

有某种镜子效果 ,比如要研究媒介这个对象 ,为了清晰地分析它 ,最好的办法是在对象面前放上一

面镜子 ,使它的影像 (只能是影像)能够尽量真实地呈现 ,但是 ,基于反思的研究原则要对树起的镜

子进行分析 ———看看它是否客观地反映了事实 ,是否存在反射上的缺陷 ,同样也可以树起另一面镜

子。然而 ,当这面镜子树起来以后 ,看到的是一个无限延伸的镜子的队列 ,形成了一种反思的无穷

“皱褶”②,反思便成了一种无限延伸的反观性。这无疑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却是必须面对的难题 ,

在理论方面还没有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可以用一些具体的边界参数来进行限定 ,尽量

接近真实。

(四)以人为本

所谓以人为本 ,不仅仅是因为媒介身份研究是为了人 ,服务于人 ———这只是一个外围问题 ,更

重要的是 ,人是媒介身份研究的关键性环节 ,正是通过人这个中介 ,媒介才能实现与外界的交流。

首先 ,思考媒介身份是对人的一种拟仿。其次 ,人是媒介行为的具体承担者。讨论媒介的行

为 ,最终要落实到种种具体的操作者。最重要的是 ,人是媒介的意识转化中枢。如果一种力量要对

媒介产生作用 ,首先要对媒介人产生作用 ,这种作用首先是观念和意识或者潜意识方面的 ,然后才

转化为具体媒介行为。比如一个行政指令需要媒介执行 ,首先要传达给媒介的管理者 ,然后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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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辩证法的滥用是不断地转换视角的结果 ,是回避悖论和矛盾的真实存在状态的办法 ,然而确实存在辩证法无法解释的

问题。

在实际生活中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 ,比如在一家理发店中 ,有两面正对着的镜子 ,就能够观察到一条无限延伸的镜子队列

和镜像。



者传递给各个岗位上的具体执行人 ,最后才化为媒介的统一行动。

当然事情绝非上述例子那么简单 ,人是社会人、机构的人 ,同时也是个体的人。人是媒介复杂

性的基础 ,因为人本身是复杂的。面对一个外部压力或者信息指令时 ,不同的人甚至同一个人也会

做出不同反应。而且还有必要考虑人的非理性因素 ,这就使媒介的组织行为和传播行为出现了多

样化的特征 ,并产生了许多不确定性的结果。

同时 ,人还是媒介的反思中介 ,正因为有了这种反思性 ,才会对媒介机构的行为产生一种集体

性的反思 ,这是讨论媒介机构反思性的前提 ,也是媒介身份研究可行性的基本前提。这种反思性还

包括研究者对自己研究的反思 ,对研究的自我质疑和提问。因为“所有理论分析 (无论是主观主义

还是客观主义分析)中未经分析的因素 ,是学者与社会世界的主观关系 ,以及该主观关系预设的客

观 (社会)关系。”[ 10 ]43强调反思就是要通过对研究者本人主观性的客观化分析 ,在一定程度上保证

研究的科学性 ,也符合身份研究的精神实质。

最后 ,媒介要想对社会产生影响 ,也必然是要通过人这样一个转化中枢 ,这种媒介对社会的反

馈或者影响 ,对媒介身份的形成和确认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媒介身份研究的核心理念进行直接界定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我们只能从一些相关

理念的描述中不断地限定它 ,并无限地接近它。而这些理念往往是同时针对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的 ,它们相互联系 ,并纠缠在一起形成一个概念群 ,共同构成身份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三、媒介身份的基本框架、研究范畴和具体方法

(一)媒介身份的基本框架

基于对身份概念的理解和媒介可能面临的影响因素 ,可以比较粗略地描绘出媒介身份基本构

成的四维立体框架图 (见图 1) :

图 1 　媒介身份时空动态图

首先 , 在最普遍的意义上 ,媒介身份构成有自己的时空结构。时空是不能分裂的 , 它们统一

于历史 , 统一于特定和具体的媒介身份形态 , 并形成了种种不同的“时空体”[ 11 ]274 。也即媒介身

份的时空不是抽象的空概念 , 而是被一些具体的特定时代的因素充实着 , 并通过这些因素表现

出来。

其次 ,媒介身份具体构成的双重结构。基于分析的需要 ,可以把媒介身份的构成因素分成两个

层面。第一个层面可以称之为实体性因素 ,这包括通常所区分出的政治、经济和技术等能够对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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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和身份特征产生直接和短期影响的因素 ,因此也是构成媒介身份特征的现实和权力性因素。

实际上 ,当前主要是通过这些因素来界定媒介的属性 ,并确定其身份 ,比如“喉舌说”、“产业论”等

等。但是 ,必须看到 ,政治、经济或者技术因素往往是相互渗透的 ,有时候经济因素本身就是一个政

治问题。技术貌似纯粹 ,但是谁控制技术 ,技术扩张的社会经济基础是什么 ,这些问题一经提出就

足以打破单纯技术决定论。这样看来 ,单独从某种因素出发界定媒介的身份是非常狭隘的 ,而且身

份本身就是各种因素的一种冲突、互动和融合的结果。

另一个层面是一些信念、观念体系甚至神话体系 ,比如价值观、媒介观等。“言论与表达自由”、

“人民的媒介”等就是这样一些观念。观念体系并不一定能够反映特定时期媒介的真实状态 ,往往

具有某些理想色彩 ,对于现实的媒介形态和传播行为也不一定具有直接的影响力。但是 ,它们对媒

介身份的构成具有重要的价值 ,要么对一些实体性因素产生维护和平衡作用 ,要么提供一种指向未

来的理想价值 ,并在长时段中可能影响或者改变媒介的现实形态。

媒介身份构成的这两个层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并有着频繁的交流甚至转化。且不说有些观

念就是直接产生于实体性因素的意识形态需要 ,比如技术的神话 ,认为技术将带来民主和自由 ;有

些观念是为了掩饰和平衡实体性因素带来的身份失衡 ,比如自由观 ;还有人民观 ,可能成为各种利

益集团实现自己目标的最好口号。反之 ,人民观也会成为斗争的利器 ,依据其广泛的号召力 ,也许

会给最大多数的人群争取自己的利益提供帮助和支持 ,并真正改变媒介的现实状态 ,这实际上是这

些理想或者神话化的观念建构媒介身份的主要和积极方面。

再次 ,媒介身份构成的他我融合。媒介身份既是一种外部环境影响的结果 ,同时也离不开媒介

的自我认定。这种他我的区分不是绝对的 ,比如政治的压力 (行政的力量) 曾经是媒介自我认同的

组成部分 ,“喉舌论”就是其典型代表 ;当前往往是市场主体或者产业成为了媒体自我认同的目标 ,

政府的行政压力反而变成了一种他者 ,一种外部压力。因此 ,他我之间是变化的。

从媒介身份时空动态图中可以看出 ,媒介身份域处于实体性因素、观念体系、他者和自我因素

之间复杂互动的中间地带。这种身份构成既是确定的 ,有其特定的时空和历史印记 ,有相对确定的

边界 ,也是动态的 ,不仅仅是整体上的动态发展 ,其内部也存在着不断互动变化的趋势。同时 ,上述

这些因素又被广义的文化圈所包裹着。

以上主要是从外部和宏观角度来考察媒介的身份特征 ,媒介身份域内部还有一个微环境 ,媒介

人是这个环境的主体 ,是意识与行动的转换中枢 ,它对媒介身份的最终形成和变化有着重要影响。

(二)媒介身份研究的范畴

媒介身份研究是以媒介为中心的发散式的研究范式。因此 ,它包含着一个社会理论的视角 ,研

究的范畴绝不仅仅局限于媒介 ,而是从媒介这个焦点出发 ,透视着广泛的社会文化领域。

从宏观角度出发 ,媒介身份研究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过去的媒介身份状态描述和评价 ;当

代影响媒介身份构成的种种因素 ;这些因素起作用的方式 ,对媒介身份形成的权重 ;各种因素之间

的复杂互动关系 ,包括矛盾、相互间的协调和制约 ;媒介的身份特征是如何反作用于社会 ,及其对社

会的影响效果评价等。基于特定的立场 ,媒介身份研究又最终聚焦于中国媒介的具体情境 ,引导对

中国媒介身份的分析和诊断。

从中观层面出发 ,可以按照类别进行媒介的身份分析 ,比如电影身份、电视身份、报刊身份等 ,

考察的中心环节是思考什么力量构成了当前各种媒介特定的身份形态。不同的媒介身份结构和动

态变化最终对媒介作为整体的身份构成造成影响。

从微观层面出发 ,主要是考察人怎样通过具体的行动和意识转换 ,对特定媒介身份的形成和变

化产生重要的影响和中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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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 ,研究范畴的区分是相对的 ,所有的研究都是围绕着媒介身份的形成和变迁来进行的 ,

从而构成一个完整和联动的整体。而这些研究往往涉及到整个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 ,从这个意义

上说 ,媒介身份研究只不过是一个中心的线索 ,通过它从大众传媒这样一扇“窗户”透视整个社会和

人类。

(三)具体研究方法

从整体上来说 ,方法和对象往往是统一的 ,媒介身份研究就是这样一种方法。笔者在此想指出

一些适用于媒介身份研究的具体方法或者办法 ,这些办法也是与研究的核心理念和研究对象的特

点息息相关的。

(1)问题牵引与现象分析相结合。问题往往与特定的环境、特定的对象以及特定的关系有关 ,

一般是矛盾和冲突集中凸现的区域 ,它是充分情境化的 (比如中国媒介) 。这样的研究才可能真正

拥有现实基础 ,能够面对现实情况 ,具有充分的实践价值和意义。

怎么提出问题 ? 这就必须从对现象的观察和分析入手。只有通过对传播现象细致深入的观察

和分析 ,上述问题才可能被发现 ,并以正确的方式提出。比如报刊和影视媒体的集团化作为一个现

象 ,就可能提出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 ,怎么安置行政 (政治) 力量的位置 ,以及与媒介的产业要求的

关系问题。

(2)历史研究与当代分析相结合。历史研究是一种动态研究方法 ,试图追踪整个事件的演变历

程 ,隐含着对未来的展望。当代分析是一种静态的、切片式的结构分析。两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

对立的。但是 ,历史往往在当代留下自己的踪迹和印记 ,而当代分析是历史研究不可缺少的一个定

格 ,给认识事物的状态提供一个清晰的轮廓。因此 ,有必要同时运用这两种方法。

(3)理论演绎与个案研究的结合。媒介身份研究是从人的身份问题和媒介角色功能观 ,特别是

在全球化进程中媒介的两难状态和文化身份的困惑问题获得灵感的。以系统论和人的身份概念群

作为其哲学和方法论基础 ,综合传播政治经济学方法、文化研究理论、批判研究等社会理论 ,整合形

成一个媒介身份的理论分析框架。当然 ,我们应该依据这样一种思路来分析媒介现象和状况 ,并最

终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细致的媒介身份研究的普适理论。

但仅仅是理论的梳理当然是不够的 ,最明显的问题在于 ,可能因为一个从理论演绎角度建构的

架构 ,最后反而成为研究的枷锁 ,使得研究失去扎实的地基 ,成为一个僵化和教条的空中楼阁。因

此 ,还需要个案研究 ,比如落实到中国媒介的具体情境就是一种尝试。那就应该对各种不同媒介的

身份特征问题进行研究 ,对一个具体媒介机构比如报社、电视台的组织和机构进行分析 ,甚至包括

落实到媒介人的个人深度分析。这些个案研究可以作为媒介身份理论的例证 ,而更重要的是对媒

介身份理论进行反馈和修正 ,使媒介身份理论和方法充满活力和弹性 ,既具有现实的解释力 ,又能

够切实地指导媒介实践。

(4)民族志深描与量化统计分析相结合。民族志方法有利于揭示研究对象比较全面的环境状

态、行为方式 ,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和互动 ,同时也有可能通过深度阐释和心理分析的方式探究一

些更加潜隐的、不便言说甚至难以言说的深层心理和微妙关系。比如对一个具体的媒介机构日常

运作状态的记录 ,对特定的媒介人心态分析 ,都可采用这种方法。

但是 ,在探究和获得比较大的范围意向、愿望以及观念和看法 ,还有某些更加具有普遍性的趋

势和倾向方面 ,必须运用量化统计学分析 ①。通过两种方法的共同运用 ,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探查

891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37 卷

① 社会学研究中的量化统计学方法蕴涵着一种“野心”,试图用数学的方式来描述整个社会状态 ,并试图用这种方法来组织

整个社会生活。这并不让人认同 ,但是作为一种具体研究方法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研究对象 ,获得更加准确和真实的研究结果。

总之 ,上述种种方法应该综合运用 ,突出媒介身份研究中的双向循环过程 ,从上至下 ,从下至

上 ,两者同时进行 ,相互联系和影响 ,使研究既不被早期的假设和理论预设所禁锢 ,同时又不被眼花

缭乱和繁杂的现象所迷惑。

总之 ,媒介身份研究框架是以大众传播媒介为中心提出来的 ,但是如果深入思考 ,实际上可以

在广义的“媒介”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更加具有普遍价值和创新性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大众传播是一

种媒介 ,那么人也是一种媒介 ,实际上在一个广泛联系和互动的社会网络中 ,任何东西都是其他事

物的媒介或者中介 ,可能具有某种“身份”,都可以成为一个研究的聚焦点 ,并透过这个“中介”认识

到一个事物群及其复杂的关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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