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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运用建构主义表征理论来观照电视新闻中社会分层结构这一“中层”问题，采用量化与质化
相结合的路径，从社会分层的新闻表征文本开始。
渐次深入拓展至分层表征的话语实践及其社会实践。
在这一逐步深入的分析路径中，作者使用内容分析、符号解读、叙事分析和框架分析等研究方法，揭
示了新闻报道如何复制、强化社会阶层的权力结构，从而实现社会阶层权力的符号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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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宁平，新闻传播学博士，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现任教于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传播系。
主要研究方向为影视传播、新媒体研究。
近年已在CSSCI来源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合著有《纪录片概论》、《影视传播与大众文化》、《广播
电视产业发展论》（任副主编）、《广播电视节目评估概论》、《广播电视创新创优理论与方法》（
任副主编）、《电视传播核心价值论》；曾获得第五届广播电视学术著作一等奖、中国广播影视期刊
学术论文一等奖；主持、主研国家社科基金和省部级课题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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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新闻形象的原型沉淀 通过社会各阶层的新闻角色功能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些
新闻角色具有某种原型色彩，这对电视新闻生产和受众认知会发生影响。
新闻原型（prototype of news），就像罗兰·巴特所说的“神话”一样，“有一种急迫的、强留人谈话
的特性：延伸自历史的概念，直接从偶发性中跳出来，它来寻找的是我。
它向我而来，我受制于它的企图，它召唤我接受它的扩张性暧昧。
”但“当它打动我时，它自己也延宕不决，掉头而去并且换上一般性原则的外观：它绷紧了，它使它
自己看来中立且无知。
”这对社会阶层新闻叙事进行原型分析，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原型 原型这一概念源自精神分析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Jung，Carl Gustav），它建立在
他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基础之上。
荣格认为，“原型一词最早是犹太人斐洛谈到人身的‘上帝形象，时使用的。
它也曾在伊里奈乌的著作中出现，如：‘世界的创造者并没有按照自身来直接造物，而是按照自身以
外的原型来仿造的’⋯⋯原型这个词就是柏拉图哲学中的形式（即理式）。
为了我们的目的，这个词既适宜又有益，因为它向我们指出了这些集体无意识的内容。
”他认为：“原型实际上就是本能的无意识形象”，集体无意识是“并非由个人获得而是由遗传所保
留下来的普遍性精神机能，即由遗传的脑结构所产生的内容。
这些就是各种神话般的联想——那些不用历史的传说或迁移就能够在每一个时代和地方重新发生的动
机和意象”，是一种存在于整个人类经验之中并不断重复出现的意象领域，具有较强的神秘色彩。
而原型就是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它们被作为“种族记忆”而得以代代相传。
 原型批评的建立者诺思洛普·弗莱（Frye，Northrop），通过转化、运用原型理论，“把一部作品构
织成一个由意象组成的叙述表层结构和一个由原型组成的深层结构，并通过原型零乱的提示去发掘出
作品的真正含义。
”他认为“原型不仅可以包容而且可以贯穿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情节和背景的发展过程；一些表面上
没有联系的文本组成部分和描写细节构成了一个或多个原型模式，而这些模式又可以反映作品的叙述
和意象表层之下的内容。
” 埃里克·弗洛姆（Fromm，Erich）继承并发展无意识理论，把个人无意识发展为社会无意识，提出
社会无意识理论，认为，“只有超越了个人领域，达到对社会无意识的分析，才可能获得对一切被压
抑事实的全面认识”。
他还提出了“社会过滤器”的概念，“任何经验只有在一个概念体系本身中才可以被感知、被理解，
形成条理，上升为意识，而这一体系本身则是社会进化的结果，它的作用就像一个受社会限制的过滤
器，有些经验由于不能通过这个过滤器，因而就不能成为意识，继续作为社会无意识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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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权力分光镜:电视新闻中的社会分层》揭示了新闻报道如何复制、强化社会阶层的权力结构，从而实
现社会阶层权力的符号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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