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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反转新闻事件频发，例如春节回家事

件的报道、天价鱼事件的报道、大妈被玩具车撞

倒碰瓷以及肾消失事件的报道等， 此类现象不

仅发端于新媒体，也出现在传统媒体，因其报道

内容话题度高，涉事双方冲突性强，切中社会敏

感话题， 所以往往能够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和

舆论的广泛讨论。 但随着媒体和公众对于报道

事件认识的不断深入， 前期的报道内容会发生

不同程度的改变，甚至可能被证实是虚假事实，
从而使得社会舆论也在不断反转， 并导致了新

闻媒体和新闻生产者公信力的下降， 也有人认

为我们已经进入了后真相时代。 2016 年英国《牛

津词典》（Oxford Dictionary） 也将后真相（Post—
Truth）列入了年度热词。 在欧美国家更多的出现

在 政 治 新 闻 的 语 境 中，尤 其 是 与“英 国 脱 欧”以

及“美 国 大 选”两 大 政 治 事 件 联 系 在 一 起，研 究

者认为相对于个人信念和情感， 客观事实对形

成民意只有较小的影响。 ［1］ 而在中国现实情境

中， 则多与反映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民生新

闻相关联。
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舒德森认为以新闻生

产过程、内容及产品为研究对象的新闻社会学研

究有多重视野： 一是宏观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二

是针对社会组织、行业及意识形态的社会建构的

研究，三是基于文化的视角，强调社会文化的传

承以及符号系统的约束。 ［2］本文的研究问题旨在：
反转新闻并非这个时代所独有，但这些年却密集

出现，尤其是纵观近一年的多起代表性反转事件

都离不开传统媒体的生产和传播。 以客观、真实

作为新闻专业理念性操作的传统媒体在反转新

闻的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哪些畸变，反转新闻本身

从话语层面是怎样建构意义？ 本文运用话语分析

的方法从源头审视反转新闻报道本身，从而揭示

其暗含的社会关系及社会结构，也正是新闻社会

学中文化的视角。

一、批评性话语研究：新闻社会学研究的一种分

析进路

“话 语”一词源于拉丁文，被看作是与简单直

觉相对应通过概念的推理。 伴随着微观社会学研

究方法的兴起， 话语分析关注人们日常沟通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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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非正式谈话，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重点也从抽

象、 正式和虚构的句子过渡到社会环境中真正话

语的使用。
20 世纪 60 年代话语分析出现了非批评性与

批评性分野，其中批评性话语（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 称 CDA）受 到 了“西 方 马 克 思 主 义 ”
的影响， 重视意识形态在社会关系中的再生产

作用。 ［3］批评性话语的研究前提在于：语言在当

代社会生活中日益重要， 这种社会影响力增加

了 组 织 和 个 人 对 控 制 与 形 塑 语 言 有 意 识 的 使

用。 这种将“传播设计”与机构环境的系统整合

被称为了“话语的技术化”同时也是当代语言话

语秩序的显著特征。 ［4］因此批评性话语的研究将

社会理论与语言分析结合在一起， 以公众话语

为分析对象， 着力揭示话语背后的权力及其意

识 形 态 关 系，从 而 形 成 对 于 权 力、不 公、社 会 弊

端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或文化变迁的符号维度的

关注。 ［5］CDA 也被看作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

科研究方式和开放性路径， 其研究视角勾连了

语言和社会， 方法论上则是采用了批判的研究

路径。
作为公共性话语的新闻话语理所当然地也

成为了 CDA 研究学者重点关注的对象。 詹姆斯·
鲍尔·吉、费尔克拉夫、梵·迪克等多位学者从批

判社会理论和语言学的视角， 为新闻社会学的

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方法。 在他们看来，作为

公众话语表达的新闻话语并非记者和媒体所标

榜的绝对客观和公正， 从对事实的选择到对于

事实的认识再到对事实的呈现， 这一系列过程

中都隐含了自身的社会立场和态度。 因此批评

性 话 语 分 析 不 仅 停 留 在 新 闻 产 品 微 观 层 面，而

是将新闻生产作为社会生产的一部分， 把新闻

产品放入更为宽广的社会历史语境中。 其中荷

兰学者梵·迪克基于语义学建立了“多元层级结

构”（various level of structure） 强 调 从 文 本 和 语

境的双重视角进行话语分析。 而费尔克拉夫则

更 看 重 话 语 形 成 过 程 中 的 权 力 关 系 和 社 会 结

构，对社会关系的批判性也更强，他围绕三个层

面进行话语分析： 一是话语实践中具体事实如

何再现，二是新闻文本中的主体身份如何建立，
三 是 文 本 所 涉 及 的 关 系 反 映 了 怎 样 的 社 会 结

构。 ［6］

二、反转新闻的内容及话语特征分析———
以肾消失事件的报道为例

反转新闻涉及多元文化背景和发展社会环

境下的社会热点话题、焦点人群的话语实践。 本

文在分析反转新闻的话语结构以及话语的阐释

中， 将综合运用梵·迪克的文本与语境相结合的

方法以及费尔克拉夫三重话语分析等多重批评

性话语分析模式，才能够更为透彻地呈现新闻报

道的立场及观点。
本文选取《新安晚报》的报道：我的右肾去哪

儿了（主标题）;宿州男子在徐州做胸腔手术，出院

第二天发现右肾失踪，涉事医院和徐州卫生部门

迟迟未有调查结果，患者后续治疗受到影响（副

标题）为研究对象。 该新闻报道了宿州居民刘永

伟因车祸在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接受手术，转院

到山东省立医院进行检查时发现右肾离奇失踪，
患者投诉近一年无果的事件。 这则报道也在新媒

体中不断转载， 并迅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公众对此事件的讨论和干预。
之后的事实也不断发生变化，最后经过第三方医

疗机构鉴定由消失肾变成了萎缩肾；同时患者身

份也被网友揭露。 随后，所在媒体被中宣部、省委

宣传部点名批评，相关责任人也受到了处理。
1.词频分析

从词汇分析上看，通过词频分析软件 @excel
大全以及 rost 中英文词频统计软件对肾消失报道

中的实词进行统计，结果表明：在主要事件主要

参与者中，刘永伟的出现频率远远高于其他当事

方。 在文中，刘永伟被赋予了双重角色，不仅在文

中以被损害的利益主体出现，同时也作为提供新

闻事实的主要新闻源出现。 此外对于事实的专业

型描述例如手术、胸腔、CT、器官等医学和生理性

名词也反复出现，这也源于这次事件本身是一起

医疗纠纷事件。 事件的另一方医院、医生也在文

章中被反复提及，一方面是作为患者和记者交流

过程中的第三者角色，另一方面则是对于患者和

记者的被动回应。 此外，作为晚报类新闻媒体，在

新闻话语中也对原本严肃专业的医学术语进行

了民生化的描述，“没了”这个词出现的频率也较

高，并且直接给事件的状态下了一个口语化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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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这种将公共性语言转换成为私人语言的形式

改变了新闻报道的重点，由对于严肃、专业的医

学事件的解释变成带有叙事性的医疗纠纷的社

会事件的报道，并呈现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

间界限的重构。 而短、平、快的话语设置，既适应

了受众碎片化、浅阅读的阅读习惯，同时又能够

让受众有深刻的记忆。 此外，在共词分析中，刘永

伟和医院、 医生等事件双方同时出现的频率较

高，同时也表明了记者在这篇稿件中更着重于对

事件冲突性的描述。

表1 高频词统计列表

序号 词语 次数

1 刘永伟 34

2 手术 22

3 医院 17

4 医生 11

5 胸腔 10

6 徐州、CT 9、9

7 器官、没了 5、5

表2 高频词的共词矩阵

刘永伟 手术 医院 医生 胸腔 徐州 CT 器官 没了

刘永伟 34 12 17 10 9 8 5 4 3
手术 12 22 9 7 7 7 2 4 2
医院 17 9 17 8 8 7 5 3 3
医生 10 7 8 11 0 0 4 2 3
胸腔 9 7 8 0 10 3 0 4 0
徐州 8 7 7 0 3 9 0 0 0
CT 5 2 5 4 0 0 9 0 2

器官 4 4 3 2 4 0 0 5 0
没了 3 2 3 3 0 0 2 0 5

从具体词语上来看：新闻标题作为新闻的题

眼和摘要，是对新闻内容的高度概括。 该文采用

复合式的标题，标题中的主语“我”、副标题中的

主语“宿州男子”都可以看出叙述的立场和主体

性人物，也就是所谓的话题位置（topic position），
“去” 这样的一个趋向动词也同样是以说话人的

位置为着眼点，而“迟迟”这个状态形容词及“未”
这个否定副词的使用则表明了医院方的态度。

在一个连贯的文本中，每一个单位词语被有

目的地组合在一起， 使得整个文本 “具有了意

义”。 副标题中的第一个复句中强调了报道者的

主观意图，表达某种心理联系或语用关系，做胸

腔手术是事实的称述， 却带来了右肾的失踪，正

句和偏句的转折关系， 呈现了报道者的态度；在

第二个复句中，注重对于因果性判断，虽然并没

有使用关联词， 但通过对于现实的状态呈现：涉

事医院和徐州卫生部门迟迟未有调查结果，表明

了结果：患者后续治疗受到影响。 除此之外，整篇

报道中还有多处关于因果或者转折式的连接词

语：“当……就”、“无论……还” 是等表明了涉事

双方的行为关系。
2、互文性分析

在文中， 刘永伟被赋予了双重主题身份：讲

述者及事件参与者，毫无疑问成为了这篇报道的

主体性人物，因此对其话语处理成为了文章的关

键。 费尔克拉夫认为互文性是话语中有价值内容

的描述， 应是话语分析的主要侧重点。 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源于巴赫金的“对话性”“复调”理

论， 后 经 法 国 文 学 批 评 家 茱 莉 亚·克 里 斯 蒂 娃

（kristeva） 进一步引申为所有文本都是对其他文

本的吸收与变形，“每一个词语表达都是言语传

播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7］费尔克拉夫进一步将话

语的互文性特征分为明确的互文性以及建构的

互文性。 前者在文本中被明确标识，描述在报道

者“声音”与被报道者“声音”之间设置了明显的

界限；而并未在被明确标识的情况下“结合”另一

个文本的转化即为“建构的互文性”。 ［8］

此篇新闻中采用了直接话语描述和间接话

语描述混合的方式，巧妙地将新闻客观性和记者

立场融为一体。 尤其是在刘永伟对于事件的描述

的话语中，多采用了明确的互文性即直接引用了

刘永伟的话，完成了对于事件的描述。 与此同时

记者在引用过程中也并没有运用过多的情态动

词进行描述，基本都是用“说”这个动词来完成，
也体现了记者在操作过程中对于客观性的技巧

性展现。 但在呈述事件涉及的另一方医院以及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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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则采用了建构的互文性，将另一方的事实呈

现和观点陈述纳入了整个全文的报道叙述中以

及刘永伟的转述中。 例如 “当时我跟胡医生说，
‘医生你给我做的手术，右肾没了，这到底怎么回

事呢？’他听完掉头就走。”这样的冲突性场景也完

全由患者进行描述和还原。 事实本身是一个涉及

医疗专业领域的严肃性话题， 记者将其转换成为

私人领域的纠纷时， 不但将专业性话语进行了口

语化的处理， 而且用记者以及患者的解读取代了

专业化的分析。在这篇报道中，基本事实的新闻来

源是患者方， 而对医院及医生方面进行模糊淡化

的处理。因此，记者看似使用的是客观性的叙述方

式，却在进行互文性操作时带有了新闻的偏向。

三、反转新闻话语的意义建构

无论是以上肾消失事件亦或是天价鱼、大妈

碰瓷等多起反转新闻中，“矛盾” 成为了关键词。
商家和消费者的对立、医生与病人的冲突不仅是

信息提供者描述的重点，也是社会舆论讨论的主

要内容。 西蒙·科特尔（Simon cottle）认为：媒介研

究应该关注于社会矛盾冲突中的过程本质，以及

在社会矛盾冲突发生过程中媒介及其语言在其

中参与又互动的关系。 ［9］

1.反转新闻的话语实践对社会矛盾的呈现

费尔克拉夫强调语言是社会实践的形式，社

会关系结构与话语秩序之间是辩证存在的，一方

面社会关系的结构决定着社会话语秩序，与此同

时，话语表达也在微妙影响着社会结构。 ［10］社会

矛盾是社会发展中各系统之间、系统内部或者社

会主体之间产生的摩擦、 冲突和对立的关系形

态。 十九大报告指出，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矛盾的产生不再

按照原有传统阶级模式，而是在社会分层、观念

和意识层面依据具体的焦点问题形成分歧。 这种

“碎片化” 的变化趋势也体现在诸多反转新闻的

报道中。 具体到本文的个案中，医院、医生和患者

形成了事实的对立关系，这种新闻话语切合了当

下社会中医生和患者之间互相不信任并日趋紧

张的社会矛盾。 反转新闻所报道和呈现的矛盾正

是反映我国社会大量出现的新变化和新问题。

语言作为社会实践，它与其他社会实践形式

共同组合而发生作用。 在新闻价值取向中，冲突

性和异常性是重要的选择标准。 反转新闻事件不

仅出现在传统媒体也出现在新媒体中，但无论何

种媒体的信息发布者都会关注于事件中二元对

立的矛盾， 并通过语言刻意营造冲突的环境，对

事实进行重新包装， 突出强势与弱势的对比，巧

妙地设置观点性议题，从而引导受众形成对于弱

者的情感同情，汇集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引发孰

是孰非的即时性社会讨论，从而加剧整个社会的

矛盾与分化。
2.矛盾性社会关系结构中主体身份在文本中

的建立

批评性话语分析认为社会权力关系决定了

话语实践中的主体身份，在话语分析中不能忽视

实践中主体身份的建构过程。
反转新闻多涉及由多重利益主体引发的矛

盾，记者作为文本的讲述者，加强事件直接参与

者的利益冲突。 在本文的个案中具体人物不多，
所涉及的是徐州医院医生方以及患者方。 在这一

文本中，对医生采取了淡化模糊边缘化处理的方

式， 记者和患者成为了话语实践中的讲述主体，
其倾诉和对话成为了该文的主要内容表达和事

实来源，并裹挟着话语的强权，充分体现了媒体

的主体性权力。 另一方面新闻对社会矛盾的话语

表达中都呈现出一个鲜明特点：通过将弱势者的

话语强权化， 勾勒了弱势群体挑战强权的图景。
这种选择性呈现的方式激起更为广泛的社会意

识矛盾。 马克斯·韦伯认为由阶层认知差异产生

矛盾的因素是权力、财富和社会声望三种资源分

配之间的差距。 ［11］由具体的权力、财富和声望所

产生的社会利益冲突必然会使不同社会阶层产

生焦虑感、不公平感、不安全感，从而带来更为广

泛的社会情绪。 因此反转新闻的主体又加入了社

会公众的参与和讨论，从而使得反转新闻脱离了

事件本身，“想象”与“情绪”成为重点，参与其中

的主体更为多元和复杂。
3.反转新闻的话语实践对意义的建构过程

费尔克拉夫认为具体的话语结构是由话语

中隐形的惯习（convention）所决定的，并体现了话

语秩序与社会秩序之间的辩证关系。 新闻报道作

为最为常见的大众媒介话语类型，其报道者被建

批评性话语分析视角下反转新闻的话语表达与意义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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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为新闻事实的见证者、 分析者和呈现者，在

新闻生产乃至社会传播过程中占有主体性地位。
在反转新闻的最初呈现中也体现了这样的传统

权力关系的认知。 多篇反转新闻中都采用强调和

屏蔽的方式，“先入为主”把控语境的倾向。 ［12］“肾

消失事件”中，媒体在报道只强调“患者肾在手术

后不见”，忽视了“对肾消失”真正原因的分析，缺

乏对手术后“肾萎缩”的医学解释等，对于事实进

行了扭曲以及冲突的激化，从而完成了对社会矛

盾的第一重构建。
在反转新闻进入传播和消费过程后，受众对

于被动接收的事实产生怀疑，并通过新媒体加入

了自身对于事实的深入挖掘和态度判断，从而使

得记者预先设置的新闻议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化，并反向引导传统媒体进一步展开调查。 “在社

交化媒体时代，不确定性和质疑是真相的唯一表

现形式……事实真相在不同偏见的人群中被重

新建构”。 ［13］这种怀疑并不是针对某一特定的媒

体， 而是在对于他人所提供真相和事实的怀疑。
在这一过程中受众从传统新闻生产过程的接受

者转而成为了新闻生产最直接、 最有力的参与

者，并与传统媒体生产者共同完成了对真相的探

究，从而形成对事实的第二重建构。 吉登斯认为

当代生活具有反身性，人们会激进地改变他们生

活的方式，其改变基础是有关那些实践的知识和

信息，对于自我的反思性建构与重构是日常生活

的常态特征。 ［14］反转新闻的多重意义建构过程，
体 现 了 现 代 社 会 个 体 主 义 所 存 在 的 从 “嵌 出”
（disembedding）、“失去”（lossing）到“再嵌入”的三

重反思性过程。 ［15］

通过运用 CDA 的方法对反转新闻话语进行

从文本生产、 消费过程再到社会结构的三重分

析，一方面我们看到信息生产者通过隐性的话语

生产惯习，选择社会矛盾性事实作为报道的主要

内容，并采取反复强调等方式将事实扭曲并将矛

盾激化的话语生产过程。 英国社会学家萨瓦吉提

出面对新的社会风险，人们的观念、意识形态和

社会生活态度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因而社会分析

的基本框架也要改变。 ［16］作为具有社会责任的新

闻媒体，在选取话题新闻时不仅仅要考量眼前的

现实利益：新闻价值和话题度等，更需要思考媒

体在社会话语表达中的社会功能，以更为克制的

态度呈现新闻事件。 另一方面反转新闻的反转过

程是对原有话语秩序的打破、对真相的找寻和对

意义的再次建构，这也充分体现了原有社会脉络

的稳固权力关系与新权力关系的交叠。 这种权力

交汇场域的互动与冲突使得反转新闻成为了现

代社会独特的媒介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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