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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归因策略与公众情感唤醒
!

111当代热点舆论事件的情感主义路径

洪杰文
!

朱若谷

摘
!

要!国内媒体新闻报道的归因策略与公众情感唤醒之间具有关联性*归因是新闻主

题的核心要素)引导着新闻报道的事实选择和安排*在一些重大的公共舆论事件中)新闻

报道往往借助特定的归因策略试图影响人们对事件的理解)从而影响公众的情感*公众

情感被唤醒越强烈)舆论反应就越强烈.反过来)公众的情感反应也会对媒体的后续报道

产生作用)并会对事件的进展产生影响*

关键词!归因策略.集体情感.公众舆论.情感唤醒

当今的中国社会)影响极大的热点事件层出不穷*这些事件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案

件事件化()经过新闻传播的情感动员)激发公众的愤怒和同情)形成'情感共同体()进而

推助事件从'地方(走向全国乃至世界)从'事件(迅速演变成'现象(*这其中最重要的环

节是媒体的情感唤醒)将人们由单个个体聚集为'公众(111具有政治性的社会群体*公

众积极关注)并通过评论-曝光相关事实-支持'弱者(等方式参与推动事件发展)监督甚至

干预对事件的调查和处理)直至事件最终平息!

*

但是近些年的诸多舆论热点事件中)媒体报道的作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例如

媒体有关'转基因(食品的报道)在相关科学研究尚未定论的情况下)掀起并扩大了人们对

食品安全的恐慌.新闻报道是公共舆论的起点)在整个过程中)舆论的走向是以公众的情

感作为中介的*如果公众的情感没有被激发)舆论不可能被引爆.一旦情感趋于冷淡)舆

论便归于沉寂)事件渐趋平息*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推测)公众情感的强度和烈度决

定了舆论的强度和烈度*而公众情感的唤起是通过媒体的报道)尤其是新闻报道中的归

因*归因)也就是新闻事件的因果关系)它既是决定新闻主题的核心)也是激发公众情感

的关键要素*因此)报道中对事件归因的处理十分重要*

有关社会情感的研究)在西方的社会运动理论中早已成果卓著*但如杨国斌指出的)

我国近年来的一系列轰动性公共事件)都无一例外地是一个媒介的情感动员事件)而传统

的社会运动理论中的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的理论范式)并不能充分揭示它们的动因和意

义"

*有关我国当代抗争性事件的研究中)虽多有涉及情感动员的机制)但具体到新闻传

播与公众情感唤醒之间的具体逻辑进路的分析则并不多见*而本文认为)这正是支撑宏

观和中观的情感主义讨论所必需的*因此)本文讨论近年来一些受到舆论广泛关注的热

点事件中新闻报道所起的情感唤醒作用)具体来说)探讨此类新闻报道中的归因策略)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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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杰文 等!新闻归因策略与公众情感唤醒

及这些归因策略是如何试图唤醒公众情感)进而引导舆论的*从这一点切入)本文试图讨论当代公共事

件中新闻传播与公众舆论的具体关联)进而阐释新闻传播与弥漫在当今中国公共生活中的情感政治之

间的关系*

一-新闻归因-情感唤醒与情感共同体

情感是人类行动的基本促发机制)但'情感社会学(直到最近的
0"

世纪
2"

年代才成为专门的研究

领域)是受制于长期以来理性主义主导社会学而产生的偏向*孔德早就注意到情感的社会作用)他在关

于'社会秩序如何可能(的讨论中)就意识到人是受到理智和情感支配的*在他的继承者涂尔干那里)情

感被作为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的纽带)他的重要贡献是指出了'集体情感(之于社会结构的基础功能!

*

集体情感被认为在社会成员中形成一种相同的情感类型)而这种情感反过来又作用于社会成员)使其思

想和行动具有较高的相似性"

*此后的学者们)从滕尼斯直到库利)社会情感与'共同体(的关系是他们

对于情感加以关切之所系)这也是本文作者探讨传播与集体情感之关系的动力*

情感社会学对于情感的研究不同于心理学的地方在于)它超越了个体与社会的二分)不把情感作为

私人的心理之物)而是将它看作社会结构的产物)从而专注于社会的共同情感及其形成的深层动力机

制)从情感的维度切入社会结构性的问题)探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乔纳森/特纳在其著作+人类情感!

社会学的理论,中)从情感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人类情感唤醒的具体动力机制#

*他试图解释'什么样的

社会文化条件将唤醒什么样的情感4 这些情感将对行为-互动-社会组织产生什么样的效应4(特纳的研

究指出)人们的情感唤醒是基于生理机制)即人们需要进行自我保护*特纳特别研究了负面情感#愤怒-

悲伤-恐惧-羞愧和内疚$的抑制-防御和转换的动力机制)他认为归因是'社会学中最需要关注的一种防

御机制()'人们的归因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自我防御过程()'人们持续地进行因果归因)寻找后果产生的

根源(*归因可分为内部归因或自我归因和外部归因两种*前者是指个体认为自我应对某种后果负责.

后者是指'人们指责他人-同一范畴中的他人-社团单元或宏观结构)认为这些应对自己的负面情感负

责(*特纳还指出)由于人脑的生物特性)人们能够把过去发生的事件的因果链也存入记忆中%

*特纳

的研究发现)人们的负性情感唤醒往往表现出'远距离偏好(的归因倾向)而正面情感则表现出'近距离

偏好(的归因倾向)即人们喜欢把好的结果归功于自己)而把不好的后果归责于他人)找到一个情感宣泄

的对象*所以)社会的中观结构#如社区-单位-机构等$往往容易成为人们愤怒的对象)当情感更强烈的

时候)宏观结构#国家-制度-文化-阶层等$很容易被拉入进来作为情感指责的对象*更有趣的是)人们

还经常为了安全起见)而跳过直接的互动对象直奔中观和宏观对象*特纳因此指出了情感的'集体性(

和'社会性()即情感这种貌似个体的私人心理感受)实质上是缘于社会结构性问题的促发)尤其是'负面

情感(*而公众由于'共同情感(的促发而易于形成情感共同体*当今我国的舆论热点事件就体现了上

述特征*

情感与公众-情感与舆论)进而与新闻传播的关系)受到最广泛关注的是李普曼对于公众舆论的研

究)这一脉络延续了勒庞的'乌合之众(研究)批判公众的情感性-非理性等负面特性&

*李普曼对于公

众易被情感操纵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以至于他最终呼吁放弃公众的直接参与)而改由精英掌握信息和决

策*为了追踪公众情感的源头)李普曼专门对'新闻(进行了细致的剖析)他看到了新闻中运用的煽情手

段是如何有效地调动公众情感)而不惜偏离事实真相)公众是如何易于受到蛊惑而舆论由此形成(

*

李普曼对公众情感的忧虑一直被延续下来)成为对哈贝马斯'理性的(公共领域设想的严峻挑战*

林郁沁通过对中国
!15"

年代'刺杀孙传芳(事件引发的舆论风潮的细致分析)论证了'理性(公众不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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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而'情感公众(和'消费大众(才是其实质.公众为情感所吸引)以情感为方式进行政治参与!

*

在当代中国)有关'集体情感(的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传播学者和社会学者们都关注到媒介的情

感动员与社会运动-集体行动的关系)尤其是在网络时代)几乎已构成当代公共事件的普遍模式*学者

们发现)网络媒体在事件发生后更容易和擅长进行情感动员)通过'悲情叙事(-'嘲讽(的方式形塑共

意"

*这些事件报道在传播伊始就在其中蕴含着强大的情感力量*学者袁光锋在研究中国公共舆论中

的'弱势感(的过程中)发现'弱势感(塑造着当前公共领域和公共舆论的特征#

*在公共空间的表达中)

'弱势感(作为基础性的情感)引发出了怨恨感和相对剥夺感等情感*而相对于'弱势感(的无奈和压抑)

怨恨类情感的表达则更加激烈*正是这些激烈的情感表达在网络中具有非常广阔的市场)不仅容易被

接受也容易被传播*

研究者谢金林曾从个体和社会两个层次讨论过这种现象!从个体层次看)事件对网民的情感刺激决

定了网民对事件的解读方式)从而直接影响公共话语建构和网民的社会认同.从社会层次看)网民的情

感反应根植于社会文化之中%

*许多对于当代舆论热点事件的研究表明)多数人对于热点事件的印象

并非基于所记得的具体事实)而是源于对于事件的情感印象)诸如'杭州飙车案(等*

新闻对于公众情感的唤醒作用)主要经由'归因(过程)即通常所说的新闻对于事件的因果解释*众

所周知)在新闻的采写过程中)对各种事实的选择和组织必须围绕着新闻主题而开展*梵/迪克的话语

研究指出了新闻主题与具体事实组合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新闻话语分为几个不同的话语结构层次)

其中'宏观结构(111也就是新闻的主题111统领着'微观结构()即新闻中各项事实-细节的选择和对事

实的组织结构*因此)面对同一事件)媒体采用不同的新闻归因)就会形成不同的报道主题)那么其对事

实的选择和描述)对事件的结果和影响的评价都将产生较大的差别(

*

梵/迪克还认为)新闻报道的'宏观结构()也即由归因引导的新闻主题)对于受众记忆-理解新闻事

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最终这种对事件的理解将影响人们对社会的认知)

*读者记住的是我们称之

为新闻的'宏观结构(中的信息)即事件的意义-性质-因果等)而且事件的意义和性质是经由对事件的归

因解释得来的*一段时间之后)即便是这些信息也会融合到更一般性的知识结构中)最终成为组成人们

的社会认知的一部分)因此对于事件的归因非常重要*

归因#

9DDL+Y-D+=)

$是源于格式塔心理学的一种认知加工过程)很多研究探讨了归因与情感的动力

机制*

*现在的归因研究一方面将人们归因的动机和结果联系起来)将原先对人们如何归因的研究拓

展到研究人们为何这样归因+

.另一方面更多地将原先的个人动机归因发展为社会动机归因)并将二者

结合起来)更好地对社会现象进行分析研究*

综上)归因是人们一种自然的心理机制)它也是一种关键的情感唤醒机制)新闻报道往往采取特定

的归因策略以实现特定的传播效果)本文所探讨的正是这一现象*从研究方法上看)归因策略存在于文

本之中)须采取文本分析的方法.而情感唤起效果则存在于公众中)须对公众进行大范围的问卷调查方

可获知*鉴于这两种调研若同时进行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和财力)本次研究难以完成)因此)本次研究

仅限于对文本的研究)即本文仅只探讨报道的归因策略本身)暂时搁置情感唤起效果的证实*但是)依

据上述文献分析可以推知)文本的归因策略与情感唤起效果之间的关联性是显著地存在的*本文讨论

的案例有!阿星事件-夏俊峰事件-唐慧事件*案例分析样本来源于电视和报纸对相关事件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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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杰文 等!新闻归因策略与公众情感唤醒

二-叙事策略与归因效果!三起典型案例的分析

本文对三起公共事件进行文本分析)探究新闻报道是如何通过叙述策略试图达到特定的归因效果)

从而有效地引发舆论轰动-唤醒公众情感的*

#一$事实选择与归因暗示!淡化!模糊核心事实与强化!渲染相关事实

新闻报道常通过对事实进行偏向性的选择来进行归因暗示*报道框架中何种事实所占比例较大)

会自动形成某方向的归因倾向*这类报道中)核心事实往往叙述得很简单)而当事人的地位-生活状况-

行为目的等相关信息则描述得很详细*

如'阿星杀人事件(的报道*

0""$

年深圳'砍手党(吸引了大批记者前往进行调查报道)南方报系的

媒体在那里投入了大量记者力量*记者傅剑锋在'砍手党(的家乡之一111广西天等县上印乡温江村采

访时认识了当时在家养病的
0"

岁男青年111阿星*

0""3

年
2

月
%

日晚)阿星因旷工被工厂辞退)在领

回自己的证件和工资时与管理人员发生冲突)他杀死了管理员*+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都在
0""3

年
2

月
!$

日就阿星案做了深度报道*+南方周末,的报道题为+阿星杀人事件反思111新生代农民工的

困惑与挣扎,

!

)+南方都市报,的报道题为+打工仔阿星杀人事件追踪111什么使他走上不归路,

"

*+南

方周末,报道的作者正是与阿星相识的傅剑锋)但经过比较)笔者发现两篇报道比较相似*避开掺杂个

人情感更多的傅剑锋的报道)笔者侧重分析+南方都市报,的报道*

从结构上来说)这篇报道主要内容用五个小标题鲜明地标示了出来*这五个部分中)只有第一部分

末尾和第三部分用几句话对于阿星杀人事件的核心事实进行了叙述*

+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中)对阿星杀人的核心事实仅在开头做了模糊的介绍!

'

2

月
%

日晚上
1

点)因为喝满月酒喝醉旷工一天)在汕头潮南区峡山镇打工的阿星被工

厂辞退)在领取工资和扣压身份证问题上与主管起了冲突)阿星把主管阿章砍死*

1

日)潜逃

到深圳宝安公明镇的阿星)在本报记者陪同下自首*(

#

+南方周末,的报道中对阿星杀人也只进行了简单描述!

因为喝老乡小孩的满月酒)他酒醉后旷了一天工)被主管开除了)又扣了他的工资不给*

打工四个月挣了
0"""

多元)可是工厂只发给他
&""

元*

2

月
%

日晚上
1

时许)他在宿舍收拾

衣服准备离开)主管来了)骂了很难听的话*一气之下)他接连操起宿舍里的
$

把刀)砍在了主

管的脖子上*杀人后)他搜走了主管身上的
$""

元现金*

%

+南方都市报,的报道绝大部分内容都在对阿星的个人和成长坏境等'相关(信息进行描述*第一部

分'阿星的不归路()主要内容是描写了在等待警察抓捕期间与记者呆在一起的阿星*记者用'害羞似的

缩着脚(-'低声地说(-'平静地站起来)迎向走进来的两位警察(等明显主观性的描绘)展现了一个内向-

文静-害羞的男孩形象*第二部分'打工的兄弟叔侄们(则主要展现了与阿星一样的打工者们的打工状

况!工作极其辛苦)但工资极低)很多家乡人放弃辛苦的打工走上了犯罪之路*第三部分'出事那一晚()

除了之前提及的阿星自己的表述外)其它都是对案发前后的相关事实的描述!阿星被辞退的原因-杀人

后的反应*对于阿星气愤的原因)文中表述了阿星说的'骂我粗口(之外的另一个原因!管理员克扣了阿

星应有的工资)克扣部分中有一大笔是无理的押金*记者引用了工人和当地劳动监督局负责人的话)这

种情况'是这里的行规()且'经常起纠纷()这暗示了阿星遭遇了剥削和欺负*第四部分'父母都在外打

工的乖孩子(叙述了阿星的成长经历!小时候公认的听话的乖孩子)成绩好且从不与人红脸)是家人的希

望*第五部分'贫穷难道就可以犯法()从标题来看是对阿星以及'砍手党(的谴责)实际通过对当地派出

所队长-公务员和警员的话的引用)暗示'社会大环境(-'教育-工作资源不公(导致'没有文化)没有谋生

/

50!

/

!

"

#

%

傅剑锋-成功!+阿星杀人事件反思111新生代农民工的困惑与挣扎,)载+南方周末,

0""3

年
2

月
!$

日*

姜英爽-高爽!+打工仔阿星杀人事件追踪111什么使他走上不归路,)载+南方都市报,

0""3

年
2

月
!$

日*

傅剑锋-成功!+阿星杀人事件反思111新生代农民工的困惑与挣扎,*

姜英爽-高爽!+打工仔阿星杀人事件追踪111什么使他走上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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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贫富差距大()是'砍手党(和阿星杀人的必然原因*

+南方都市报,的这篇报道中无论是对阿星案发前后的内向-文静男青年的描述)还是小时候听话的

乖孩子的描绘)都试图传达一个信息111阿星不是杀人恶魔*而大段对于打工者工作辛苦但工资极低-

遭受剥削和其它不公正对待-想过改善生活的愿望以及稀少的家庭快乐幸福时光的描述)一方面确定了

阿星在社会结构中的'弱者(身份)引起了公众对阿星的同情.另一方面通过对相关事实的选择和编排)

暗示阿星生活的现状是社会不公导致)因此社会要对阿星的悲剧负责*这种手法在之前媒体对'砍手

党(的报道111+深圳砍手党来自小山村,

!等报道中也很明显*

另一个更轰动的事件111夏俊峰案)媒体在报道时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更大量地报道)激起了更大

的舆论效应*

夏俊峰杀人的核心事实111在城管办公室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三个当事人中除了夏俊峰外都

已死亡)无其他目击者和有力证据可以证明事发经过*夏俊峰案在核心事实存疑的情况下)有三年时间

几乎悄无声息*后通过其妻张晶不懈地向媒体寻求帮助而进入了公众的视野)舆论关注时间自
0"!!

年

始延续长达
5

年)这有赖于张晶极强的故事叙述能力和运用媒体的能力*

关于夏俊峰是否是正当防卫的核心事实)张晶除了坚称有证人和引述夏俊峰的说法外没能提供任

何有说服力的证据)但是她向媒体提供了很多其它的故事111有关她们那天遭遇城管的情况-她和夏俊

峰的艰苦而恩爱的家庭生活-她艰难的上访之路等*

纵观媒体对夏俊峰案的报道)基本可以分为两类!其中一类是+中国青年报,的+刺死两城管 沈阳一

小贩终审被判死刑,

"和+中国周刊,的+张晶!小贩之妻,

#等报道)主要内容是张晶叙述他们家的故事*

+中国周刊,的报道里对案件核心事实111夏俊峰杀死城管的叙述是'夏俊峰随执法人员到勤务室接受

处罚*然后)小贩成了杀人犯(*而+中国青年报,的报道里对于杀人案也只引用了两句警方笔录里夏俊

峰的陈述*

对于相关事实)+中国周刊,的报道从张晶和夏俊峰初始的工作开始)描述他们辛苦的工作'曾在四

十多度的厂房里工作)回家之后)张晶见他的裤子上都是层层的白碱)上衣就更别提了)都是咸的(*之

后张晶叙述了令她们骄傲的儿子!'儿子的绘画天赋成了清贫生活中的一抹亮色()和卖炸串时的辛苦和

幸福*后来案发了)张晶又叙述了她多次去北京上访时的境况和她信佛希望替夏俊峰赎罪*+中国青年

报,的+刺死两城管 沈阳一小贩终审被判死刑,

%里)花费大量笔墨)从张晶的视角描述了那日夏俊峰在

被带到城管办公室之前与城管冲突的情景*报道以'冲突(为小标题)通过对小贩们和城管局负责人的

采访)向公众展现了小贩和城管两个完全对立的群体)揭示了城管的欺压是小贩们对城管怨恨情绪的来

源)将夏俊峰杀城管事件顺理成章地导向了宏观的制度归因)而且暗示了其必然性*而作为刑事案件的

核心事实)却反而在事件的定性中显得无足轻重了*

媒体报道中通过模糊淡化核心事实同时侧重铺成相关事实)容易忽略直接因果关系而突出间接因

果关系)造成公众对事实认知的偏差*铺陈社会背景-制度问题-当事人生活窘况等信息)有意地塑造弱

势感)易于唤起公众对'弱者(的同情)对社会制度的怨恨*这类情感具有共通性)最易引发共鸣效应*

当代的诸多舆论事件)都有此类新闻归因在起作用*

#二$直接因果与间接因果归因!弱化个体"具体因素与放大社会"抽象因素

上述归因叙述策略常常相伴着另一种策略)即将发生在个体身上的偶然事实进行抽象)转化为宏观

层面上的必然性社会事实)形成外向型宏观归因*这类报道常使用符号化叙述)将事件用间接因果关系

进行符号化)如贫富差距-官员贪腐道德败坏-干部欺压百姓等*符号化的事件更有利于新闻将事件嵌

套入社会文化结构层面进行解读*这种外向指向型归因)更易唤起人们的情感)根据乔纳森/ 特纳的

/

$0!

/

!

"

#

%

傅剑锋!+深圳砍手党来自小山村,)载+南方都市报,

0""3

年
!

月
0"

日*

王晨!+刺死两城管 沈阳一小贩终审被判死刑,)载+中国青年报,

0"!!

年
3

月
!"

日*

杨洋!+张晶!小贩之妻,)载+中国周刊,

0"!0

年
!"

月
!2

日*

王晨!+刺死两城管 沈阳一小贩终审被判死刑,*



洪杰文 等!新闻归因策略与公众情感唤醒

研究)越宏观的归因)人们的情感反应越强烈*

陈晓楠主持的'凤凰卫视(+冷暖人生,栏目
0"!!

年
3

月
!2

日期的节目+小贩夏俊峰,中)将摊贩与

城管的矛盾概述为'几乎无法避免(*节目的解说词写道!'当地的流动摊贩多为下岗工人)他们既无本

钱开设固定门面)在
0""%

-

0""1

年的时候)也没有渠道申请正规的工商执照)因此摊贩与城管人员的矛

盾几乎无法避免*(这段论述很好地体现了人们对城管与小贩之间矛盾产生的原因的一般性认识!城管

查处无证摊贩)而去工商部门办证的'渠道(对于'弱势群体(的下岗工人来说很难)而且开固定门面对于

下岗工人来说很贵*于是无证摊贩的存在得到了合理化!没有本钱是因为下岗)没去办证是政策不符合

他们的实情*将这些事实因果连接起来)一条对城管与小贩冲突问题的概括性归因通过暗示建立起来!

政府的政策在制定和贯彻执行的过程中)不体察底层'弱势群体(的生活困境*这里)作为个体的夏俊峰

和具体的事实不见了)也不重要了)被抽象的事实所替换了*

接下来的节目中)张晶多次直白地讲述了她的想法!他们是弱势群体)他们的行为只是为了生存)错

误不在于他们*陈晓楠问张晶是否遇到过态度好一点的城管)张晶表示'我是没碰到(*她接着表示自

己对城管恶劣态度的理解!'你们可能是公务员)你就瞧不起这帮人)说咱们是最底层的)可能就用最野

蛮的这种方法)就觉得我们是野蛮的)说了一遍不让出来)你们还出来*('瞧不起你的人)把你踩脚底下

的人)他不会听你说这些话)他就觉得你们讨厌(*张晶认为城管作为公务员应该理解小贩为生活打拼

的苦楚!'那你为什么不想一想)我们为什么出来4 不是到了最无奈的时候)谁愿意干这个)谁不愿意光

鲜亮丽的站在人们面前)有一个正经的好工作)谁不愿意4(节目直白地表达了对事件的归因!城管作为

公务员轻贱'底层弱势群体()国家政策有错)城管执行有错)应对事件负责*她甚至把国家看作'妈妈()

来强化国家的道德责任!'我就觉得国家就跟妈妈一样)我就跟你的孩子一样)我不愿意说我妈妈不好)

但妈妈是不是该改的地方要改一改呀)是不是该完善的地方要完善一下)妈妈就没错吗)就不改吗4 孩

子在孝顺你)你就一棒打死吗4(

整期节目对于夏俊峰案的探讨只剩下了张晶的一家之言)张晶对事件的叙述中不断地使用'社会底

层(-'无奈的工作(-'公务员(-'野蛮的方法(-'国家(等关键词*该期节目中)城管制度是导致城管和小

贩对立并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这种归因可以解释任何一次城管执法中与小贩发生的冲突)但是作为一

次特别严重的突发性刑事案件)夏俊峰的个体因素在哪里4 在这期节目中)夏俊峰的个人因素从整个事

件中几乎被抽离)所有的叙述都导向宏观层面的国家-社会环境-制度)因此导向了必然性)偶发事件的

各种不确定因素几乎不存在了*

+京华时报,

0"!5

年
1

月
0&

日的报道+小贩夏俊峰被实行死刑)与家人最后见面半小时,)通篇以张

晶的视角)用有明显主观性的文字)描绘了夏家人最后与夏俊峰见面的场景!

张晶称)会见过程十分短暂*进入会见室时)看守所工作人员要求家属出示身份证)而一

早从家中匆忙出发大家都没有带)且开始只允许
$

人会见)经过家属哀求才得以全部进入*在

会见时)工作人员卡着表)不断提醒剩余时间##半小时到)夏俊峰最后提出)希望管教给自己

全家合一张影)张晶等人凑到窗户前)对方却予以拒绝)称自己没有手机*在被管教拽走时)他

一直回头看着家人)很快)便消失在铁门后##

!

该报道叙述的其实是死刑犯人临别家属的惯例流程)但在死刑犯家属张晶的眼中)一切都带有感情

色彩)'看守所工作人员(是冷酷-粗暴的)相形之下)夏家人十分孱弱-可怜.程序完全没有人性*这只是

一个非常具体的场合)但读者分明可以感受到'国家(-'权力(这些宏观因素的影子)报道将看守人员符

号化为冷冰冰的国家制度的代表)这契合了当代社会心理中的归因惯例111宏观归因和外向归因)这是

最易引发舆论热潮的归因)而将个体和具体的因素几乎抽离掉了*

+中国周刊,

0"!0

年
!"

月
!2

日的题为+张晶!小贩之妻,的报道中)对张晶和夏俊峰卖炸串时的幸

/

30!

/

!

雷军-田超!+小贩夏俊峰被实行死刑)与家人最后见面半小时,)载+京华时报,

0"!5

年
1

月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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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进行了描述!'多的时候)周末一天能挣三四百元)儿子去北京的愿望要实现了*(

!媒体建构了因果关

系!因为家境贫困)所以要卖炸串挣钱)一家人累但幸福.供孩子去北京参加绘画比赛是一家人的希望.

中国城管制度很不合理)城管的暴力执法劣迹斑斑)这次事件不是偶然)实质是城管制度导致的又一次

冲突)是城管制度破坏了他们家的希望*同样)城管方面)死去的城管申凯是申家的独苗)正是因为城管

制度的问题)导致小贩与城管之间的完全对立)申凯和张旭东的死也是城管制度的结果*因此政府-城

管需要对夏家和两个城管家庭的悲剧负责"

*申凯的父亲申向党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说他对事件的认

识很清楚!'后来我明白了)很多人是借这个事件发泄心中的情绪)表达对社会的不满)我儿子和张旭东

也好)夏俊峰和他老婆孩子也好)都是人们表达情绪的靶子)没有人真正关心事实是怎么样的*(正如申

凯父亲的话所表达的)夏俊峰案被符号化-被赋予了太多的意义)媒体-公众纷纷对此案进行社会性-政

治性的归因解读*人们日常生活有太多的不满)当社会-国家成为能解释一切问题的归因对象时)人们

纷纷将事件进行这样的归因*

唐慧案的报道)也延续了同类路径*在案件核心事实仍有争议的情况下)+人民日报,

0"!0

年
%

月
3

日
05

!

5&

官方微博发出了这样的评论!

专家最近宣布)经三级指标体系测评)民族复兴任务已完成
&04

*然而)当湖南永州遭强

暴幼女的母亲因上访被劳教的新闻传出)这一数字显得如此苍白*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应只有

\[6

和奥运金牌)复杂的数理模型中)更应包含百姓的权利与尊严-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我们

共同努力*

中央媒体对唐慧案的评论被诸多媒体纷纷转载)各类媒体的报道口径也更加明确-一致)人们对事

件的归因也因为'百姓的权利与尊严-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民族复兴任务(-'国家的强大(的表述)由信

访制度-劳教制度的缺陷)一下子提升到更为宏观的国家政治文明建设-民族复兴的层面*这种极为抽

象的叙述中)唐慧和相关人员的个体因素不重要了)笼统地转化成了一个承载'国家(体制的抽象符号*

当个体和具体的因素被抽离)宏观和抽象的因素被放大时)形成了个体与国家的鲜明对立)个体的

'弱者(特质便被不断地强化*这是媒体建构弱者的惯常方式*当然)弱者不仅是弱的)还同时应该是美

的和善的)方能击中人们的同情心理*所以)在诸多舆论热点事件中)弱势一方往往有着比较固定的模

型)如家庭和睦-父慈子孝-有善心-坚韧等)犯罪是迫不得已*同样)对立的权力一方)也有较为刻板的

模型!蛮横-滥权等*经过这样的抽象)形成二元对立*新闻报道淡化'弱者(直接责任的同时)加重了国

家-社会等宏观层面的责任*

#三$表层归因和片面归因!感官化叙述与不完整呈现

报道若要引发情感)常用感官化的报道方式*所谓感官化报道)是指那些为了营造一种'特殊的看

待新闻事件的方式()而着意诱发人们感官刺激和情绪反应的新闻叙述方式和报道角度#%

)主要包括相

伴随的几种方式!用感性的文字或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图片"影像对事实进行渲染)采用故事化的讲述

方式)突出和强化某些'感人(的细节)突出'个人化(-'临场感(和'冲突感(

&()等*感官化叙述具有两

个特点)一个是偏向表层性的描述)一个是对事实进行片面叙述)与新闻追求的完整-充分-真相不一致*

这些方式容易诱发人们特定的情感)引导人们对事件进行特定归因和理解*一方面)人们被唤起的情感

类型将影响人们对事件的归因类型.另一方面)人们对事实的选择性接受也受情感的影响!人们会屏蔽-

不接受与自己情感相违背的事实*这也就意味着情感在公众对事件归因认知的形成和加深的过程中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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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杰文 等!新闻归因策略与公众情感唤醒

到较大的作用*分析媒体对此类事件的感官化报道)那些引人同情-使人感动的或悲伤或温馨的个人故

事)均起到了强化公众对事件的刻板印象的作用)但实际却并不利于人们对事件的真正了解!

*

夏俊峰案报道的感官化大量来自于其妻张晶的故事叙述能力*张晶对故事的情感性叙述能力很

强)张晶对故事的讲述总能感动很多人*'张晶一次去录制一档收视率很高的访谈节目)她一气呵成讲

完之后)想问主持人还有什么问题)主持人已经想不出问题了)只在她对面流眼泪)她又问编导)发现编

导也在旁边流眼泪*(

"张晶在'凤凰卫视(+冷暖人生,栏目
0"!!

年
3

月
!2

日期的节目+小贩夏俊峰,中

讲述他们与城管的冲突时)突出了城管的强势-凶悍和他们的无助-屈辱!

当时上来十个人还把我老公围在中间)就开始打我老公*拎着衣服领子来回推)推到哪个

城管那块儿)他就给你再推回来)推来推去用脚踢*我在往圈里进的时候)那人拽着我的胳膊)

我就这样就跪地上了*

张晶的描述唤起了人们对于城管暴力执法的愤怒)同时一对恩爱夫妻的形象通过张晶的描述建立

了起来*并且人们对接下来夏俊峰在城管办公室里杀人产生了想象!夏俊峰又遭到了凶残的毒打*就

如有网友说的!他是自卫)不自卫就会被打死*

面对媒体的采访)张晶喜欢描述她家案发前的艰苦但幸福的生活)但就表达效果来看)电视节目的

效果更好*南都的特别节目+深呼吸,第三期+呆呆地等 111夏俊峰案回访,中)镜头中的张晶瘦弱-忧

郁而健谈*南都的节目在一开始就跟踪拍摄了张晶送儿子夏健强去学绘画场景)母子两人手牵手的镜

头和张晶一人在画室外面等待儿子放学的场景)显出母亲对儿子的爱*正是这种爱成为了她和夏俊峰

抛开面子外出卖烤串挣钱支持儿子学绘画的动因*

与一般对贫困家庭的报道一样)对于张晶的家)南都的节目+呆呆地等111夏俊峰案回访,也进行了

详细的描述*镜头记录了张晶蹲在破旧的卫生间里手洗衣物的场景*张晶居于镜头正中)蹲在盆边手

洗衣物)狭小的卫生间右侧就是一扇已经发干脱漆的红色破木门*接着是一个全景镜头)镜头逆光拍

摄)除了窗户透入屋内的微弱光线)整个房间一片黑暗*漆黑狭小的房间里)只有张晶模糊的身影在水

池边洗碗*镜头记录中贫寒的家境引发人们对张晶一家生活的同情和担忧)同时也符合公众对张晶和

夏家的想象111一个清贫的家庭只剩下即将失去丈夫的妻子)即将失去儿子的母亲和即将失去父亲的

孩子*即将陷入绝境的家庭里)只有张晶承担起整个家庭的重担*第二次对张晶家中的描写时长
$3

秒)内容是事发后)信佛的张晶和夏母在家里为已死的两名城管祈祷*莲花灯-佛像的特写)佛龛下夏母

的跪拜)配上旁白!'自夏俊峰出事后)吃斋念佛是夏母每日的必修课*夏家甚至常年在一个居士活动的

场所供奉两名城管队员的灵牌)最初甚至一天念经
&

小时以上)希望两人得以超度(*夏家真诚的忏悔

和善良让公众对夏家产生了良好的印象)贫苦但善良是媒体传达给公众有关夏家的印象*

除了爱和贫困)媒体报道中张晶和家人另一个经常出现的描述是'跪(*面对城管打丈夫)张晶描述

自己下跪的苦求'别打了(.面对法官不让夏母参与宣判)夏母磕头跪求法官.面对被截访)张晶跪求截访

者把材料还给她*对于中国人来说)下跪意味着极大的屈辱和冤屈*张晶经常表述自己和夏母的跪求)

一方面将自己'弱者(的身份凸显的淋漓尽致)在感人的温情故事之外)通过将自己的遭遇进行最大限度

地悲惨化叙述)保证公众对夏家的同情*另一方面)凸出城管-法院-政府的'强者(地位)将这些机构人

员的行为进行'恶行化(描述)凸显他们对于'弱者(的欺凌)引起人们对这些机构的愤怒*

对于'上访无用()'到底让底层人怎么活(的问题)与张晶同为女人的唐慧给出了新的答案!闹访被

劳教*唐慧在整个事件中为人们所知的是她偏执般的坚持111'为女儿讨公道(*经过媒体的报道)唐

慧成了'被劳教的上访妈妈(*纵观媒体报道中唐慧的照片)较多的是'哭泣的唐慧()其中引用较多的是

+被劳教的'上访妈妈(,中那张!唐慧捂着嘴坐在车里哭泣地看着车外的人群*

在那篇题为+被劳教的上访妈妈,的报道中)媒体对于唐慧案的核心'乐乐案(的叙述完全采用了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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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的个人叙述)且在案情报道中多次出现'噩梦由此开始(-'可能只是短短的一行字)但却是唐慧和乐

乐一生无法释怀的痛苦(等极具煽情性的表达*

无论是煽情性描写还是夹叙夹议)媒体的感官化报道手法都起到了固化公众对事件认知和归因的

作用*正如唐慧案的后续一样)当唐慧通过媒体报道被公众赋予'被劳教的上访妈妈(-'伟大的母亲(称

号之后)任何不利于唐慧的报道都会饱受争议和批评*+南方周末,连续刊发的+什么造就了唐慧,

!

-

+'永州幼女被迫卖淫案(再调查!唐慧赢了)法治赢了没4,

"两文)因为该报道呈现出一个与之前'伟大

母亲(完全相反的'闹访刁民(的唐慧形象)而引起轩然大波*原本舆论几乎一边倒支持唐慧)现在却分

出了观点截然不同的两方*唐慧案的真相)对于公众来说更加扑朔迷离*

媒体对夏俊峰案-唐慧案的报道中经常采用感官化的报道方法)媒体通过报道将整个事件叙述成一

场悲剧)以此唤起公众的情感*艰苦的生活状况-哭泣的照片等引起人们对她们的同情)受到'欺负(的

经历虽然也引人同情)但更多是唤起人们对国家制度的愤怒*'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东西毁灭在眼前()媒

体在报道中热衷于突出作为'弱者(的当事人在事发前艰苦但幸福的简单生活*小的温馨-简单的幸福)

遭遇个人和制度的'欺负()于是美好被毁灭)成了悲剧事件*当人们的情感被唤起后)人们对事件的认

知容易陷入成见)且情感越激烈人们的成见越顽固.相应地)人们对事件的反应也越激烈*这也是为何

阿星案-夏俊峰案-唐慧案等舆论热点事件每次媒体报道的后期阶段)当公众了解到更多真实情况)发现

与之前的了解有差异后)会产生自己的同情心受到了利用-自己被欺骗的愤怒感*人们会产生疑问!电

视镜头中和其他媒体上出现过的'那个人(是不是真实的4 她在多大程度上欺骗过人们4 有部分情感上

无法接受的人会对做出此报道的媒体甚至记者进行攻击)另外一部分原本不满法院决定的人转而支持

法院)并在'被骗了(的情感影响下掀起一波'反思(的舆论浪潮)对当事人进行攻击111如同之前他们对

政府和法院等机关的舆论攻击一样*

三-结论与讨论!真相-情感与舆论

本文通过对三起典型的热点舆论事件的分析)总结我国新闻报道常用的几种情感唤醒的归因策略)

来揭示当代轰动性的公共事件中)新闻是如何调动集体情感的)'情感公众(是如何形成的*新闻归因通

过塑造人们对事件的特定理解)从而聚集和影响公众情感*公众情感被唤醒得越强烈)舆论反应就越强

烈.反过来)公众的情感反应也会对后续报道产生作用)并会对事件的进展产生影响*

情感本身即为认知的一部分*情感在人们的认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辅助人们选择信息-

限制信息-促进理解和记忆等*新闻归因唤醒了公众怎样的情感)对人们认知过程中有十分重要的影

响*报道所唤起的情感越强烈)人们接受不同信息的可能性越小)就越难以接受事实真相*

本文从情感主义的路径出发)清晰地揭示了我国新闻传播与公众情感唤醒之间的具体关联)对于公

众舆论-集体动员等方面的研究都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本文的研究看似聚焦在微观的文本层面)但实际

上是从宏观的社会环境着眼)探究新闻传播的文本表达与宏观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社会环境自然

包括了社会心理环境111但这恰恰是被前人的研究所忽略的方面)本文由此路径)跳脱出了微观的文本

分析)切入到社会结构的分析中来*如前文所分析)负面社会情感#怨恨-愤怒-同情等$最易起到集体动

员的作用.而这类情感)如特纳的研究指出的)最易引导人们绕过对于真相的追问而寻求外向归因和

宏观归因)即向制度-结构-社会-国家等方向寻找归因)进行归责)这样的情感指向特别容易形成极

化效应)聚集集体情感)进行集体动员)形成轰动性的公众舆论)这是当前我国公共生活不断撕裂的

表现之一*

诚然)如有些研究所指出的)在一个霸权文化缺失的社会里)情感是最有效的召唤和组织公众的力

量#

*也就是说)当社会缺失共同的价值认同)意识形态没能达到整合社会的作用时)公众最易被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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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起来)进行聚集)形成公共参与*但同时我们也已经发现)依靠情感的公众参与不仅是没有保障的)

而且)情感主导的公众舆论特别容易滑向民粹主义的泥沼*前文分析的三个案例正好诠释了我国当前

媒体与民意的互激状况*

本文仅针对新闻传播的归因策略进行研究)而情感唤醒的效果研究则将在后续研究中展开*既往

的心理学和认知理论研究已经表明)归因策略与情感唤醒之间是存在显著关联的)这是本文的逻辑基

础*因此)本文的研究即使尚缺效果的证实)仍能揭示新闻报道与社会集体情感效应之间的逻辑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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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Ĝ!$!"

$

!#

责任编辑!桂
!

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