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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事件的本土化：
中国内地媒介事件研究再回顾

苏　 晨　 许永超

摘　 要： 文章通过对发表于 ＣＳＳＣＩ 期刊上关于媒介事件研究论文的分析， 发现我国内地媒介事件研究

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起初， 受既有观念和本土实践的影响， 媒介事件多被理解为 “假事件” 和

“新闻策划”； 而自 《媒介事件》 中译版发行以后， 学界丰富了这一话题的研究内涵， 既延续了戴扬和卡

茨的仪式研究传统， 更拓宽了如冲突性媒介事件、 媒介事件与商业逻辑等面向的研究视角； 随着技术发展

和社会变迁， 媒介事件研究在新媒体时代还呈现出网络公共事件研究转向。 文章最后总结了内地媒介事件

研究的不足， 并讨论了未来的方向与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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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扬与卡茨在其出版的 《媒介事件》 一书中提出了对媒介事件的经典定义： “对电视节目的节日性

收看， 即是关于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主要是国家级的事件。” ［１］ 戴

扬与卡茨对许多学者有所感知却未能精准描绘的现象作出了清晰有力的界定， 使媒介事件获得更多人

的认同与兴趣， 成为一个蔚然发展的学术研究话题。
《媒介事件》 诞生距今已过四分之一个世纪。 这段时期见证了国际社会的变迁、 媒介技术的发展和

人类代际的更迭。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 西方传播学界对媒介事件展开了持续性研究和阶段性总结。
２００７ 年， 德国不来梅大学召开了国际学术会议 “媒介事件、 全球化与文化变迁”； ２０１７ 年， Ｍｅｄｉ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Ｓｏｃｉｅｔｙ 发行了 “媒介事件” 特刊。 反观国内， 对媒介事件研究取得的成果和经历的流变， 我

们尚缺乏清晰的认知。 虽然也有学者回顾了 １９９０ 年以来媒介事件研究的大致状况，［２］ 有的尝试厘清两

种不同的媒介事件概念， 并对其进行理论溯源。［３］但这些文献或表述简略， 或仅限于特定截面， 系统研

究仍然比较匮乏和不足。 因此， 对中国内地媒介事件研究进行系统梳理是非常有必要的。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认清当前取得的成果与存在的不足， 把握整体研究脉络、 预测未来研究方向， 争取加入全球

学术对话。
内地的媒介事件研究起步较晚， 但总体上关注度呈上升趋势， 且近些年来相关文献数量显著增加。

截至本文写作时， 笔者以 “媒介事件” 为主题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 得到结果 ６２２ 条。 其中在 ２０００ 年

《媒介事件》 中译本正式引入中国内地之前， 有 ６ 篇文献论及 “媒介事件”， 时间可追溯至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０ 年有 ２４５ 篇； ２０１１ 年至今共 ３７１ 篇。 考虑到文献的参考价值和研究的可操作性， 本文将

文献来源限定于 ＣＳＳＣＩ 期刊， 共 １２５ 篇。 以相关性为筛选标准， 得到 ６４ 篇。 本文试图从知识社会学的

角度爬梳与评价内地媒介事件研究， 将各文献按内容聚类进行归纳与综述。 新媒介事件是近年来方兴

未艾的议题， 尚未形成清晰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框架， 故将其与传统媒介事件区分开来单独论述。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 “香港华人社会变迁与华文报纸互动研究” （１５ＹＪＣ８６００３５）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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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缘起： 作为假事件、 新闻策划的媒介事件

任何理论、 概念的引入， 都会受到本土原有观念、 实践的影响。 媒介事件这一概念亦如此。 在戴扬

与卡茨的 《媒介事件》 中译本出版前， 国内学界、 业界对媒介事件概念的认知多理解为 “假事件” 或

“新闻策划”。
　 　 “假事件” （Ｐｓｅｕｄｏ ｅｖｅｎｔ） 的概念源于 １９６１ 年美国历史学家布尔斯廷 《形像》 一书， 指那些非自

然发生的、 主要是为了被媒体报道和吸引公众注意而人为制造的事件。［４］１９８２ 年， 施拉姆在 《传播学概

论》 中延续了布尔斯廷的观点， 将 “假事件” 表述为 “媒介事件” （Ｍｅｄｉａ ｅｖｅｎｔ）。［５］在他的引导下， 假

事件成为我国学界理解媒介事件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 李彬、 陈力丹在各自的论著中都提及过这一概

念， 并突出其中人为策划、 参与的成份。
１９８０ 年代以来， 市场经济催生了公关活动的繁荣， 不少个人或组织开始有计划、 主动地制造有新

闻价值的事件以吸引媒体报道， 树立良好形象。 这些策划宣传活动强化了学术视野下 “媒介事件” 研

究的公关取向， 推动了一批关注公关策划的实证研究。 如南京路步行街建设的宣传策划分析， “哥德

堡” 号媒介事件的操作策略分析， 大堡礁招聘的公关传播分析等。
公关界曾将这类活动表述为 “制造新闻”， 即 “社会组织为吸引新闻媒介报道并扩散自身所想传播

出去的信息而专门策划的公关活动之一”，［６］ “制造新闻已越来越成为公关活动的热点”。［７］ 这一表述挑

战了新闻界捍卫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原则， 引起了广泛的批评。 随后公关界以 “新闻策划” 取而代之。
１９９６ 年出版的 《策划大师与经典案例》 列出的 “新闻策划” 案例， 即是讲述如何策划出适合媒体报道

的事件。［８］

公关界的 “新闻策划” 与布尔斯廷的假事件、 施拉姆的媒介事件一脉相承。 不过， 新闻界也有

“新闻策划” 的表述， 即媒介组织的新闻报道策划。 一时间， “新闻策划” 被赋予了两种不同内涵。 部

分文章在分析媒介组织的策划活动时将之表述为 “媒介事件”， 有论者则指出媒介事件是属于公关界的

概念， 不可与新闻策划混淆。［９］

二、 研究的丰富和发展： 多理论视角下的媒介事件研究

２０００ 年， 戴扬和卡茨的 《媒介事件》 中译本发行， “媒介事件” 的内涵也随之改变。 在这一阶段，
研究者对众多个案进行理论观照， 选取的媒介文本不仅来自电视直播， 亦有不少来自报纸和网络媒体。
一批延续戴扬和卡茨经典定义、 立足仪式视角的研究涌现， 研究对象多为各类仪式典礼、 体育赛事。
随着社会与媒介环境的变迁， 冲突性媒介事件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而本土媒介文化景观的兴起则引发

了学者对媒介事件与商业逻辑的关注。
１ 仪式典礼

“仪式” 是 《媒介事件》 的核心概念。 近年来， 媒介事件常与媒介仪式、 传播的仪式观被一同提

及。 被探讨较多的问题集中在两方面， 一是何谓媒介仪式？ 其与媒介事件有何关联？ 二是 《媒介事件》
与 《作为文化的传播》 两书的仪式理念是否一脉相承？

学界一致认为媒介仪式与媒介事件既有联系也相互区别， 但在具体的界定上则众说纷纭， 对 《媒

介事件》 《作为文化的传播》 两书之仪式观的认识亦存在分歧。 当前， “媒介仪式” “仪式传播” 并没

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不同学者援引的理论资源出入较大， 对概念内涵和外延的解读亦不同， 观点纷杂。
这一方面提示我们， 做学术研究需重视理论概念的知识考古工作； 另一方面， 也要求我们不能仅将研

究流转于概念之间而忽视了外向性观点， 即还须思辨概念于具体研究的意义何在。 只有这样， 研究才

能跳出宏大理论的陷阱， 体现出更深切的问题意识。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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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证研究方面， 学界多对历史事件的周年纪念活动、 媒介的灾难报道或具有仪式色彩的媒介节

目等予以理论观照， 较多考察了媒介事件的建构策略、 社会意义和现实效果， 指出其具有凝聚情感、
强化认同、 确认秩序等作用。 如 ２００８ 年的汶川地震引发了大规模的媒介报道。 有论者指出媒介展演了

对灾难的征服和对政府的加冕， 具有动员、 记忆、 慰抚的社会功能［１０］ 。 也有论者发现， 媒介实现了对

媒体人、 受众和灾民的定位和意义赋予， 发挥着序化人们生活、 组织社会空间的作用， 体现出寇德瑞

所谓 “媒介化中心的神话” 的建构［１１］ 。 此外， 春节联欢晚会、 国庆 ６０ 周年庆典、 抗日战争胜利 ６０ 周

年纪念活动以及 《感动中国》 颁奖晚会等电视直播节目也纷纷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 关注焦点亦大多

在于分析电视直播的仪式化过程和现实功能， 并提出相应改进策略。
２ 体育赛事

体育赛事往往完整体现出媒介事件的三种脚本， 即竞争、 征服和加冕。 近年来， 仪式性媒介事件影

响力下降， 但体育媒介事件却依然能够制造节日收视效果， 这既是体育自身魅力与特性使然， 也与体

育媒介事件的构建机制、 传播途径相关。 关于体育媒介事件怎样被建构与传播？ 有什么社会意义和现

实功能？ 其生产机制如何？ 现有的研究对上述问题作出了回答。
研究者多从报道层面解读媒介事件的建构与传播。 如考察体育直播的文本构成、 形式、 意义及其叙

事结构， 分析赛事直播如何营造出节日收视的氛围、 增强观众的爱国情怀体验。 不少研究还发现体育

媒介事件与意识形态、 商业利益等因素之间的紧密联系。 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中央电视台奥运会直播。
有学者认为奥运会是权力、 资本和技术联姻的结果， 既传播了组织者的意识形态， 也是展示国家软实

力和开展公共外交的舞台；［１２］也有研究认为奥运新闻的生产是在政党和国家的外部控制、 经济利益驱动

下对观众兴趣的满足和意识形态化处理。［１３］另有研究者通过考察央视的姚明退役直播， 指出中国官方、
美国利益集团和姚明本人的利益诉求， 是 “姚明形象” 建立的动力。［１４］

３ 冲突性媒介事件

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 冲突性、 破坏性媒介事件越来越受到关注， 有论者结合新兴社会实践对媒介

事件经典理论进行了丰富和发展， 以增强其现实适应性。 如探讨媒介事件研究范式从 “媒介化” 向

“事件化” 转变， 提出 “媒介导向事件” “冲突实践型媒介事件” 等概念， 并分析其类型体系或实践

过程。
现有研究多以媒介报道为切入点来考察冲突性媒介事件， 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事件的建构

性。 有论者发现媒介间议程设置、 赋予事件意义和争夺报道话语权等在 《死亡日记》 这一媒介事件中

得到充分体现。［１５］有研究考察了马加爵事件的传播途径， 发现国家权力和大众传媒的强力结合推动了案

件的完结。［１６］还有研究对美国媒体的报道内容进行分析， 发现 《纽约时报》 对中国民族问题的报道嵌

入了破坏性媒介事件的框架， 即中国政府被塑造成负面形象， 分裂活动被赋予悲情和英雄主义色彩。［１７］

而电视媒体对恐怖主义的报道， 仍是对美国既有社会秩序和主流价值观的确认与强化。［１８］

４ 媒介事件与商业逻辑

在传媒市场化改革的浪潮下， 消费话语和媒介景观的结合越发紧密。 国内本土电视综艺节目的兴起催

生了一批应用研究， 大多是对电视节目的栏目形态、 编播策略等进行分析， 并考察其成功原因。 有论者提

出 “类媒介事件” 的概念来指称由大众传播机构为获取商业利益而利用自身强大传播系统制造出的非常规

化事件， 如 《超级女声》 《快乐男声》 等大型电视文娱节目， 它们通过全民造星展现出平民加冕仪式。［１９］

不过， 随着直播日益普及， 电视直播的仪式功能下降而娱乐性凸显。［２０］也有论者通过文本分析， 考察了 １１
月 １１ 日这一天是如何被建构为 “光棍节”、 继而又成为 “购物狂欢节” 的。 研究发现， 这一节日的建

构过程中， 存在大众传媒、 意识形态、 商业话语以及民众实践等多重力量的权力博弈和话语竞争。 以

电视直播的形式呈现的 “双十一春晚”， 也具有媒介事件的特质， 但两者又存在诸多差异。［２１］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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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转向： 社会变迁与新媒介事件兴起

随着媒介技术与传播格局的变迁， 新媒介事件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通常来说， 我们将 “新

媒介事件” 理解为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事件。 学界对此提出了多种术语， 但尚未出现权威、 公认的定

义。 本文暂以 “新媒介事件” 称之。 严格来说， 当前中国语境下的 “新媒介事件” 和戴扬与卡茨的经

典媒介事件并非一脉相承， 它更大程度上是基于本土社会现实， 呈现出网络公共事件研究的转向。
１ 新媒介事件概念的提出与研究取向

２００６ 年， 香港中文大学邱林川教授提出了 “新媒体事件” 这一概念， 他和陈韬文将新媒体事件的

学术源流追溯至戴扬与卡茨的 《媒介事件》。 不过， 在他们的具体论述中， 新媒体事件并未以仪式人类

学为理论资源， 而是吸纳了公共传播的研究传统。 例如， 他们认为新媒体事件不仅是政经势力和媒介

体系制造出的成品， 更是一种过程， 或 “发展中的事件” （ ｔｈｅ ｕｎｆｏｌｄｉｎｇ ｅｖｅｎｔ）。 这是公民新闻、 “群众

书写” 的要点所在， 也是新媒体事件最根本的 “新” 特征。［２２］

“新媒体事件” 推动了研究者们对新媒体环境下媒介事件的关注。 在内地， 学界、 业界使用较多的

术语有 “网络群体性事件” “网络舆论事件” “网络媒介事件” “网络公共事件” 等。 虽理论概念不同，
但指说的对象却高度一致， 即关于公民为表达利益诉求而借助网络媒体进行议程设置， 形成舆论压力

甚至集体行动的社会事件。 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 近年来此类研究更多关注公民参与和网络公民社会，
转向公共传播和与转型期社会变迁相关联的研究视角。［２３］

这种研究取向的变化与国内外现实境况密切相关。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各类矛盾凸显， 而日新月异

的媒介技术帮助公民实现了传播赋权， 依托新媒体平台发生的公共事件越发引起各界重视。 在世界范

围内， 自 “９·１１” 事件和 “阿拉伯之春” 以来， 以冲突、 分裂和创伤为特征的事件也愈加受到国际社

会关注。 为适应现实变化， 戴扬和卡茨又提出幻想破灭 （Ｄｉｓｅｎｃｈａｎｔｍｅｎｔ）、 脱轨 （ Ｄｅｒａｉｌｍｅｎｔ）、 冲突

（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 三种脚本对原理论进行修补， 凸显了异见与分化。 ２０１７ 年戴扬又提出了表达性事件 （Ｅｘ⁃
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ｅｖｅｎｔ） 的概念， 以补充全球化背景下媒介事件的冲突性维度。

西方的研究转向与恐怖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出现有关， 而中国的研究转向则凸显了转型期中国社

会的痛点。 这是本土语境下对 ３Ｄ 模式的呼应， 也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怀。 不过， 笔者以为， 将幻想破

灭、 脱轨、 冲突等仅理解为底层的传播赋权， 是对这一具有广阔学术探索前景的新模式的窄化， 我们

可将网络袭击、 公共灾难、 国际争端等视角考虑在内。
２ 新媒介事件的实证研究

在实证研究方面， 关于这一话题的研究立场和理论资源呈现出较大区别。 有的立足公共传播视角，
关注公民参与及其对权力结构的影响； 有的则出于危机管理的面向， 分析事件的演变、 监测和应对，
也有研究探讨了媒介事件与权力结构转变的机制性关联， 发现由于新媒体的多元化、 碎片化等特性，
加之使用者之间缺乏组织化力量， 民众通过新媒体事件对既有权力结构造成的冲击是有限的。［２４］ 有论者

通过文本分析， 发现虽然新媒介事件有被来自大众媒体掌控或操纵话语的力量所常规化和工具化的趋

势， 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当代中国传统精英控制话语权的格局。［２５］ 还有论者考察了 “９·３ 大阅兵” 在

微博平台的传播， 发现自媒体平台中虽然也存在不同言论的相互影响， 但专业媒介依然在媒介事件中

发挥着主导作用； 在集体协商的过程中， 冲突、 脱轨话语是否会冲击媒介事件所塑造的价值认同， 取

决于该事件本身所传达的价值体系能否激发公众的集体认同。［２６］

同时， 新媒介事件的负面性引起了部分学者的警惕。 他们注意到新媒体中的信息具有同质化倾向，
不对称的信息结构有可能导致网络舆论暴力。［２７］譬如新媒体环境下关于城管的媒介事件层出不穷， 给城

管构建了难以洗脱的 “刻板印象”；［２８］新媒介事件还使弱势群体与公权力之间的矛盾不断显现， 不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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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整合。［２９］为此， 有论者对新媒介事件的传播特征及其舆论系统构成进行了考察， 为舆论引导提出

建议。

四、 结语和探讨

《媒介事件》 在传播学研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学术价值， 其理论魅力至今犹存。 就中国内地学界

而言， 媒介事件是一个动态概念， 相关研究受西方学术、 社会变迁和本土经验等因素的共同影响。 不

同时期的研究取向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特定的时代特征。 在研究过程中， 学界亦就特定议题形成争鸣与

互动， 且不断加以修订和发展， 并立足本土情境， 积极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路径。
但从当前文献来看， 相关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研究视角不够广

泛， 主要囿于 “媒介事件策划” “仪式性媒介事件” “网络公共事件” 等范式； 二是研究方法较单一，
多思辨性研究， 缺少扎实的定量分析； 三是受实用主义影响深厚， 应用研究、 侧重媒介操作层面的分

析较多； 四是疏于对西方理论的知识考古， 导致误解、 混用理论概念， 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研究的进度

与深度。 我们需要立足本土经验， 观照中国语境下媒介事件的呈现与意义， 同时怀有全球视野， 汲取

外来方法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 学界还应努力跳出抽象的理论游戏， 摆脱功能主义的框架。
李金铨与李红涛两位学者曾对媒介事件研究的四个未来走向进行了探讨， 包括媒介事件的类别，

媒介事件发展过程中的霸权与抗争， 全球化和数字时代中的媒介事件， 右翼民粹主义崛起与媒介事件

等。［３０］（１２８－１２９）笔者综合当前社会环境与研究现状， 经过深入思考尝试提出几点研究方向与议题以供探讨。
一是全球化语境下的媒介事件。 戴扬与卡茨的研究是基于民族国家的视角， 得出媒介事件能促进

社会整合的结论。 在全球化时代， 媒介事件是否有实现国际整合的可能？ 每天世界上都有大量事件发

生， 哪些能得到全球性关注？ 对于国际性媒介事件， 不同国家、 地区的媒体有不同的报道框架， 我们

如何解读其差异？
二是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事件。 新媒体打破了传统传播格局， 影响着信息传递方式、 权力关系格局

以及个人行为。 新媒介事件的冲突源于但不限于事件本身， 媒介使用者本身也在制造风险。 一定条件

下， 这些风险可从网络空间延伸至现实世界。 新媒体使用者的行动及其后果越来越需要被我们考虑在

内。 随着媒介融合的日趋强化， 媒介事件的跨平台传播亦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议题。
三是媒介事件与身份认同、 社会记忆。 风云跌宕的 ２０ 世纪见证了人类社会中的不少重大事件与关

键转折。 随着颇具仪式意味的周年纪念来临， 历史如何与当下建立起联系？ 怎样理解媒介在唤起社会

记忆、 实现自我 ／ 国族身份认同中扮演的角色？ 历史事件的媒介呈现往往具有较大的可建构空间， 这是

否体现了尼可·寇德瑞所谓的 “媒介中心化的神话”？
四是媒介事件与大众文化。 消费社会语境下， 商业逻辑成为媒介事件的重要逻辑之一。 大众文化虽

有与资本结合的倾向， 但一定程度上也蕴含着对精英文化的反抗与消解。 李金铨与李红涛曾认为， 权

力结构中， 反抗力量与 “兼并” 力量之斗争贯穿了媒介事件的发展历程。［３０］（１２９） 可追问的是， 随着主流

意识形态对媒体的渗入强化， 这种斗争是否会发生变化？ 它还受哪些因素影响？ 在收编与抵抗之外，
反抗力量可有其他归宿？

五是个体化、 生活化转向的媒介事件。 近年来， 以普通个体主导、 与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媒介

事件正登上舞台， 大量用户在网络平台上对自我或他人进行展现。 此类媒介事件在日常生活的身份认

同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与主流媒体的集体想象有何互动关系？ 它是个体重建主体性的预言， 抑或是后

现代语境下制度性话语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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