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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

新闻话语建构策略的文化规约

赖　彦

摘　要：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是新闻话语建构不可忽视的因素。文章从对话关系的主体间性特征入手，
阐释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对话语建构制约关系的潜在规范。进而以 《人民日报》国内版、海外版和英文网

络版的标题话语为例，剖析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的定位取向对新闻话语建构的文化制约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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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转向是媒介研究的一个新视角［１］，随着话语分析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语言

学、语义学、文化或意识形态等角度对新闻文本进行话语解构［２］。话语分析一方面强调话语的意义生

成和交流关系，从而加强对影响文本生产、分配、消费、解释的认知以及社会文化情境的系统研究；

另一方面，把话语实践的功能和策略建构作为分析的重心。然而，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是新闻话语建构

不可忽视的因素。不同报纸的作者 （记者／编辑）总是针对不同的目标读者采用一定的话语建构策略，
隐性地表现各自的新闻报道立场与形象。那么，隐含作者的形象和隐含读者的定位对报纸新闻话语的

建构策略具有怎样的影响作用呢？对于同一新闻事件的报道，不同报纸或同一报纸的不同版式，如

《人民日报》的国内版、海外版以及英文网络版，在话语建构策略上又受到什么内外动因的制约？本文

拟从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的关系视角和话语建构策略的文化规约对这些问题加以探讨。

一、对话关系的主体间性特征

对话主义 （ｄｉａｌｏｇｉｓｍ）意味着， “每一言语行为、体裁和语式，都承载着 ‘他者’的印记，不管

‘他者’是直接的在场，还是隐含的或识解的在场”［３］。在对人与人关系的定位中，人类所面临的基本

关系除了传统的 “我 －它”的关系外，还有一种 “我 －你”之间的关系价值应当得到重视。在马丁·
布伯 （ＭａｒｔｉｎＢｕｂｅｒ）的本体论对话思想中，“我”不是把处于自我之外的一切当成是被经验、被分析、
被利用的东西，而是把二者看作我与你的关系，彼此相互应答，相互作用，相互依赖［４］。在他看来，

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对话关系就是在 “我 －你”两个主体之间发生的，“我 －你”之间是平等的对话与交
流，“我”不是居高临下或置身其外，而是全身心地与 “你”做呼应。他认为，“在真正的对话中，我

把我对话中的同伴与作为与我共享这个世界的人相联系，我并不企图操纵我对话中的同伴，也不试图

操纵我们之间产生的关系或会话。我细心地和全身心地倾听我对话中的同伴意愿与我共享的东西，并

且在与我的同伴会话时，我努力把我自己的整个存在与他或她的整个存在相联系。因此，‘我 －你’的
相遇有助于建立和鼓励真正对话的态度。”［５］

米哈伊尔·巴赫金 （ＭｉｌｋｈａｉｌＢａｋｈｔｉｎ）的对话理论也作了类似精辟的论述：“任何话语都是在对他
人的关系中来表现一个意义的。在话语中我是相对于他人形成自我的，当然，自我也是相对于所处的

集体而存在的。话语是联结自我和他人之间的纽带。如果它一头系在我这里，那么另一头就系在对话

者那里。话语是说话者与对话者之间的共同领地。”［６］在巴赫金看来，对话关系的主体间性不仅指一个



第６期 赖　彦：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新闻话语建构策略的文化规约

发话者与其他发话者即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话关系，而且应该包括发话者与其自身的对话关系。巴赫

金从伦理学的角度把存在看作个人行为的产物，而并非通常所理解的客体的存在。整个存在被看成是

同等的包含着自我与他者两人，我的存在是一个 “我之自我”，我以外皆为他者 “与我之他”［７］。自我

作为主体是一个生命存在的事件或进程，在存在中占据着唯一的、不可重复的、不可替代的位置，是

一个确实的存在。然而，这种存在又是不完整的、片面的，因为每个自我在观察自己时都会存在一个

盲区，就如同我们不可能看见自己的脸和后背一样，但是这个盲区却可以被他者所看见，这种独特的

个体视野即为每个个体都拥有的视野剩余。这种情况就决定了自我不可能是封闭、完成、自给自足的，

自我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他者，只有在他者的帮助下我才能展示自我，认识自我。他者在巴赫金的概

念中主要并非一个实体概念，而它更多地表现在精神方面，指他人意识、他人思想，也可指思想的产

品，即主人公和作品。他者、他人意识是作为与自我、自我意识拥有平等地位，同样价值的主体出场

的。他者、他人意识是对话的基石，没有他人意识，对话就不可能存在，一切就只剩一个声音。“单一

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８］

事实上，对话关系的主体间性在书面语篇和在口头会话语篇中同样显现出在场的作用。“一个书面

语篇，即使表现出最为正式和抽象的特征，也都总是与其隐含读者合作，其影子的存在决定着对什么

需作陈述、驳斥、解释、赞成或反对的默契理解，并随后影响具体表达方式的选择”［３］。

二、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的潜在规范

在本质上，对话性并非文本中以引号标志的明显的对话，而是一种在各种价值相等、意义平等的意识之

间的相互作用的特殊形式，而这种对话性是叙事艺术的生命之所在。叙事话语文本是作者与读者对话的媒介，

文本中的一切———话语、结构、创作方法，都处于两者的对话关系中。在叙事话语文本框架之内，西摩·查

特曼 （ＳｅｙｍｏｕｒＣｈａｔｍａｎ）提出了下列叙事话语的文本对话交际模式［９］（１５１），如下图所示：

真实作者和真实读者在话语实践上是不可或缺的，前者是话语的实际创作者，后者是话语的实际

阅读者。两者在经典叙事学的研究中被排除在叙事话语作品的研究范围之外，作为外部要素。在叙事

话语文本框架之内的交际参与者则是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和叙述者与受述者。隐含作者 （ｉｍｐｌｉｅｄａｕ
ｔｈｏｒ）这一概念，实际上是韦恩·布斯 （ＷａｙｎｅＣＢｏｏｔｈ）在其 《小说修辞学》中提出来的，布斯将隐

含作者称为作者的 “第二自我”（ｓｅｃｏｎｄｓｅｌｆ）［１０］。根据这一观点，隐含作者诞生于真实作者的创作状态
之中，通常被视为由读者从文本的所有组成成分中推理的和整体形象构建的，是 “从叙述中归纳、推

理出来的一个人格，这个人格代表了一系列社会文化形态、个体心理”。［１１］隐含作者的概念被看作一套

隐含规范，是读者把握和理解话语的产物。他是话语作为整体的控制意识，是话语中所体现的规范

来源。

隐含作者通常在智力和道德标准上远远高于真实作者。真实作者服从于现实生活的变幻，而特定

话语的隐含作者被构想为一个稳定的实体，在话语中理想地与其自身相一致。在话语建构中，“隐含作

者通过整体的设计，借助所有的声音，采用它所选择的使我们得以理解的所有手段，默默地指导我

们。”［９］（１４８）詹姆斯·费伦 （Ｐｈｅｌａｎ）指出，“隐含作者是真实作者精简了的变体 （ａ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ｄｖｅｒｓｉｏｎ），
是真实作者的一小套实际或传说的能力、特点、态度、信念、价值和其他特征，这些特征在特定话语

的建构中起积极作用。”［１２］申丹也认为，隐含作者以特定的方式 （“第二自我”的面貌出现）进行写作，

通过自己的各种写作选择创造了自己的文本形象，而这种形象往往不同于此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面目，

故构成了一种变体。［１３］

而隐含读者 （ｉｍｐｌｉｅｄｒｅａｄｅｒ）则在叙事话语文本中是与隐含作者相对应的。他是隐含作者心目中的
理想读者，或者说是文本预设的读者。这是一种跟隐含作者完全保持一致、完全能够理解话语文本的

理想化的阅读位置。隐含读者是依照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与文化规约的意义所形成的，并在文本中以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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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的对象而存在。

新闻也即一种叙事，通过话语向读者传递新近发生的事实。因此，新闻话语的建构也就必然受到与

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对话的某种文化制约。

三、新闻话语建构策略的文化规约体现

新闻话语所折射的作者形象和读者定位是与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主体间性对话的策略回归。由于

篇幅所限，下文仅以 《人民日报》国内版、海外版和英文网络版就同一新闻事件报道的标题话语语料

为例加以分析。

（１）

（２）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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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ｈａｉｌ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ｖｏｗｓｔｏｅｎｈａｎｃ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ＤａｉｌｙＯｎｌｉｎｅ，Ａｐｒｉｌ７，２０１０）①

上面３例为同一会议新闻事件的报道，《人民日报》国内版、海外版和英文网络版的标题话语却呈

现了不同程度的表述策略差异。首先，从读者群定位来看，国内版和海外版因其隐含读者略有不同，

国内版针对的是中国读者，而海外版针对的是外国华人读者以及懂汉语的外国读者。由于这一读者群

的定位差异不大，因而其标题样式相同，即引题、主标题和副题俱全，仅话语语式稍有差异，国内版

以粗体醒目的引题吸引读者关注会议名称 “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总结大会隆重举行”，而

海外版以粗体醒目的主标题吸引读者关注会议的主旨 “胡锦涛强调不断提高党建科学水平”。但英文网

络版由于针对的读者群全为外国读者，鉴于隐含读者完全相异，其标题样式和话语语式则全然不同，

既没引题也没副题，仅有概述会议精神实质的一个主标题。这一策略变化与隐含读者的定位密切相关。

其次，从作者的形象来看，国内版和海外版除了主标题的话语内容有所不同以外，其引题和副题都

相同，突出了会议名称和出席及主持会议的国家党政领导集体。从这一意义上讲，《人民日报》国内版

和海外版都表明其话语建构策略体现了宣传党政集体领导作用的隐含作者形象。而英文网络版则完全

删除了上述引题和副题的枝节信息，只用一个主标题表述了会议的主题信息，这一话语建构策略可以

说又反映了中国注重集体主义而西方则不然的这一隐含作者形象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从权力距离而

言，中国属于集体主义偏向，“中国古代社会强调的是国家、帝皇的权威；现代社会强调的是集体主

义、集体力量。”［１４］而英美等西方国家则属于个人主义偏向［１５］。由此可见，这一策略变化在一定程度上

受制于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作用。

最后，从读者的认知特点来看，国内版的主标题话语 “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表述的是比较笼统

的会议主题信息，海外版的主标题话语 “胡锦涛强调不断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表述的却是较为详尽

的会议主旨信息，而英文网络版的主标题话语 “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ｈａｉｌ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ｖｏｗｓ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中国主席欢庆有效的学习运动，郑重宣告提高执政能力）表述的则更为高度提炼

的会议主旨精髓。斯考伦 （Ｓｃｏｌｌｏｎ）通过对标题话语的考察和分析认为［１６］，按照西方记者的实践，多

数英文新闻标题倾向于抽取新闻事件的要点［１６］，被称为演绎修辞方式 （ｄｅｄｕｃｔｉｖｅ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而中

文标题则倾向于铺垫背景，并不提供深入的信息，使用话题的归纳序列 （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ｏｒｄｅｒｉｎｇｏｆｔｏｐ

ｉｃｓ）［１７］。因而这一策略差异表明新闻话语建构还受到不同隐含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的文化期待

５３

① ｈｔｔｐ：／／ｅｎｇｌｉｓｈｃｐｃ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６６１０２／６９４２２７２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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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域的制约。

达努塔·里阿 （Ｒｅａｈ）指出，“虽然某份报纸的特定读者的形象也许并不存在，但是报纸在撰写内

容时就假定这类读者存在，而事实上也确有这么一群有着共同信念和价值观的同质群体。”［１８］

四、结　语

语言是一种社会媒介，它塑造社会及其个体，同时个体又重构社会。透过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的对

话关系，新闻话语的真实作者可以与真实读者实现话语文本意义的主体间性对话交流，而且只有将整

个交流过程看作一个双向交流的互动过程，才能更好地描绘和说明新闻话语建构的不同策略体现，也

才能更为有利地把握新闻话语的分析和理解。巴赫金指出，“对活生生的言语、活生生的表述的任何理

解，都带有积极应答的性质 （尽管这里积极的程度是千差万别的）；任何理解都孕育着回答，也必定以

某种形式产生回答，即听者要成为说者。”［１９］新闻话语的建构离不开对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的积极理解

与对话。隐含作者的文化规约和隐含读者的定位取向是新闻话语建构策略的主体间心灵对话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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