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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微博新闻的叙事主体姿态分析

■ 阎立峰 徐 欢

【内容摘要】 本文以《人民日报》新浪微博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微博新闻样本的内容分析和个案

分析，从叙事视角、叙事主体的声音、叙事结构和叙事修辞四个方面探讨《人民日报》新浪微博新闻

的叙事主体姿态的呈现情况。这种主体姿态可供传统媒体微博新闻的未来发展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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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机关报 《人民日报》的法人微博 “@

人民日报”于 2012 年 7 月 22 日在新浪网开通运营。
本文以 《人民日报》新浪微博 ( 以下简称@ 人民日

报) 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如下考虑: 首先，《人民

日报》所处的特殊的权威位置，使它可以成为同类媒

体中的一个典型或者突出代表; 其次，在新浪微博

“风云榜”之“媒体影响力榜”上，@ 人民日报一直

名列前茅，面对新的信息场，《人民日报》微博团队

在话题、文风、沟通姿态等方面适应较快。
本文对研究对象的抽样采用构造周抽样与便利抽

样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做法是，从 2013 年 2 月 11 日

到 2013 年 3 月 31 日，连续七周，第一周取星期一，

第二周取星期二，以此类推，共选取 7 天; 在这 7 天

中，从其新闻发布时段内 ( 7 时至 24 时) 每一小时

取一条。鉴于本文以新闻为对象，所以遇到评论或服

务类信息即顺延至下一条，下一条若无则后推一小

时，再无则空缺。最终所取新闻的日期和条数为: 2
月 11 日 8 条，2 月 19 日 15 条，2 月 27 日 15 条，3 月

7 日 14 条、3 月 15 日 13 条，3 月 23 日 14 条，3 月 31

日 14 条，共抽取微博新闻样本 93 条。
再看研究思路。在叙事学的相关理论中，“谁是

作品 ( 文本) 的主人”是一个看起来简单但清理起

来却颇为复杂的问题，牵涉到作者、叙述者、人物和

读者等一系列关系。韦恩·布斯曾针对小说提出了

“隐含作者”这一概念。他认为，小说作品除了有真

实作者和叙述者外，事实上还存在着一个 “隐含作

者” ( Implied Author) 。① “隐含作者”也有人称其为

“大叙述者”，在其下才有可以被读者感知的 “代理

叙述者”或“第二叙述者”。②

当然文学与新闻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为了简化

问题，我们引入 “叙事主体”这一概念。本文的新

闻叙事主体，是指微博新闻的 “作者”，是现实世界

具有真实身份的记者、编辑或 “媒体集合体”。③叙事

主体进行叙事时不可避免地会呈现出一定的主体姿

态。④而本文所指的新闻叙事主体姿态，是叙事主体

在新闻报道中表现出来的主动行为，即能动地对新闻

素材进行采、写、编，直到生成新闻作品的整个行为

方式与行为过程。在新闻叙事过程中，主体姿态是无

处不在的，也不可能静止独立存在，必须依附于一种

行为方式和行为过程并不断呈现。所以对主体姿态呈

现形式的研究，可以更好更方便地窥见传统媒体的意

识表露程度。叙事过程中主体姿态的呈现形式有多种

多样，以下从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叙事视角

按照托 多 罗 夫 的 说 法，视 角 具 有 第 一 位 的 意

义。⑤新闻叙事视角不同，叙事 主 体 让 受 众 看 什 么、
怎么看的方式就不同。受各自媒体立场所影响，叙事

视角的确定首先是新闻叙事主体的一个主动的选择过

程，同时又是非自觉的被动选择行为，即受实践因素

的制约。本文将叙事视角分为全知视角、有限视角及

两者皆用的复合视角。经过对样本的分析，有如下

发现:

( 一) 不同类型的新闻内容采用不同的视角

视角的不同，首先是由新闻内容的类型不同引起

的，即由新闻 的 事 件 性 或 非 事 件 性 的 属 性 引 起 的。
“@ 人民日报”中的时政、法治类等严肃的事件性新

闻均采用有限视角，以示新闻事件的客观公正; 而采

用全知视角的多是弘扬社会美德、反映社会问题的非

事件性新闻。如在 17 条全知视角的微博新闻里，社

会新闻占到 10 条，其中弘扬社会美德的有 6 条，反

映社会问题的有 3 条，并且这些新闻均为非事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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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袁厉害的年夜饭］ 袁厉害今年 48 岁，蛇年是她

的本命年。有人说她是收养了 100 多个孩子的 “爱心

妈妈”，也有人说她是家有 20 多套房产的 “房妈”。

不管怎样，火灾之后，袁厉害收养的小孩儿都被送到

了开封市福利院，袁厉害因此度过了 24 年来第一个

没有孩子的春节。 via 中国网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条事件性新闻，叙述袁厉害

火灾后度过的第一个没有孩子陪伴的春节。事实上，

这个“点” “面”，延伸到非事件性的新闻事实———

袁厉害 24 年的收养经历，反映出社会现有收养制度

的漏洞。这时，叙事主体运用全知视角，掌控事件进

程，解读人物背景，观照旁人眼光，就十分必要，因

为新闻叙事的目的在全局性的社会意义上。

从以上实例可以看出，“怎么叙述”受 “叙述什

么”的影响。不同的新闻事实，影响着叙事主体选择

什么样的视角，向新闻事实投射出什么样的眼光，看

见和了解怎样的事实面貌，而后进行加工并叙述给读

者。新闻题材客观上制约着视角的运用和叙事主体意

图的表达。
( 二) 不同文本来源的新闻选取不同的视角

表 1 各文本来源的新闻各视角的使用情况

总
数
《人民
日报》记
者专稿

《人民
日报》及
附属刊
物见报

报道

转自其他
媒体或

个人微博

采自其他
媒体或

政府网站
新闻

新华
社通

稿

不明
来源

新闻数 93 9 13 16 37 16 2

有限视角 63 7 9 12 25 9 1

全知视角 17 0 4 2 7 3 1

复合视角 13 2 0 2 5 4 0

图 1 有限视角使用与文本来源关系图

如图 1 和表 1 所示，《人民日报》记者专稿使用

有限视角的比例最高，达 77. 78%。总的来看，自采

自写的微博新闻使用有限视角的比例较高，这包括

《人民日报》记者、转自其他媒 体 记 者 或 个 人 的 采

写。从既有新闻中编辑而来的微博新闻，则同时会存

在一定程度的全知、复合视角 ( 这类微博新闻的一个

常见处理方式是取用原文中的导语部分) 。

造成该状况的原因在于，由记者、网友当下采写

的新闻多是局部的、不完整的新闻信息，而且出于对

时效性的追求，为抢占第一发布者位置，一抓到核心

事件便实时发布，所以多采用有限视角; 而那些由既

有新闻编辑而成的微博新闻，由于叙事主体此时已获

取比较全面完整的新闻事实，包括前因后果、细节和

各方观点，在选择和安排新闻要素时就能以全知视角

观照全局，进行整体叙事。当然，完全引用原文导语

的做法，并不利于微博新闻的主体姿态的表达。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媒体微博新闻中的全知视角

是中立的全知视角，即媒体虽有全知全能叙述事件的

能力，但仅限于对新闻人物外貌、语言、行为的描写

和事件前因后果的分析，很少摄入人物内心世界，总

体来说较为客观。同时，有限视角的大比例使用，特

别是第三人称限知视角的频繁出现，在给新闻增添了

真实感的同时，却又限制了叙事主体直抒胸臆。然而，

微博的传播特性又需要叙事主体能够简洁明了、通俗

易懂地通过发出声音来唤起共鸣。所以，叙事主体常

常会在新闻事件之外以第一人称视角发表观点和评论

以引导舆论。关于这一点，将涉及叙事主体的声音。

二、叙事主体的声音

叙事主体姿态的呈现还反映在叙事主体的声音

上。叙事声音是叙事主体的存在方式，是叙事主体介

入事实的程度。
( 一) 公开的叙事主体

叙事主体不借其他叙事者之口，新闻态度和价值

倾向都由自身直接表述，我们不妨称之为“叙事主体

第一人称视角发声”。公开的叙事主体或以亲历者的

眼光来观照事件，或以旁观者的姿态来叙述事件，均

是走到台前来发声。

在样本中叙事主体以第一人称视角发声的共有

43 条，其中在有限视角下有 25 条。这表明纵然叙

事主体在叙述新闻事实时采用的可能是第三人称有

限视角，但也会受新闻内容的影响， “忍不住”或

认为 “有必 要”在 文 中 以 第 一 人 称 表 达 自 己 的 观

点。这种情况在微 博 新 闻 中 大 量 存 在。在 微 博 中，

叙事主体是一个重要的显在声音源， “不甘愿”或

“不应当”只通过客观叙述新闻事实及其背景来含

蓄地表露 观 点，更 希 望 从 幕 后 走 到 台 前，直 接 点

题。如这一条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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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方面要给 PM2. 5 起中文名］ 据新华社，全

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在征求意见，准备为

“PM2. 5”确定一个“科学恰当”的中文名称。原因

是 PM2. 5 是一个字母词，至今还没有统一规范的中

文名称。现在大家跟 PM2. 5 都这么熟了，你觉得还

有改的必要吗? 起个好听的名字，就能治得了它吗?

这条微博新闻涉及的事件用短短几个字便可以概

括，但叙事主体在结尾处调侃似的反问，表达了对有

关部门本末倒置的做法的嘲讽。这种主观色彩的带入

恰到好处，并不会让受众觉得思维被干扰，反而赋予

文本以灵魂和活力。
( 二) 隐藏的叙事主体

新闻事实借由相关叙事者讲出，而叙事主体则隐

藏在幕后，将叙事者各方人员、所叙内容按照自身叙

事需要进行安排。
1. 叙事前的内容选择

这是一种隐蔽的叙事主体声音表达方式，其主要

手法是通过选择和安排新闻事实来表达叙事主体意

志。叙事主体的立场隐藏其中，引导受众从安排好的

新闻事实和事实的某一角度去看，从而为受众建立起

一个与媒体一致的观察社会的眼光。

这种选择在 “前文本”时期就已完成，并不在

具体新闻文本内部进行操作。如 “@ 人民日报”转

发的一条来自 “@ 中国地震台网速报”的新闻 《四

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发生 4. 9 级地震》。对 “@ 人民

日报”受众来说，他们看到的是这一条地震的新闻;

然而在此之前，“@ 中国地震台网速报”还发布了 3

条新闻，分别是 8 时 36 分发生在哈萨克斯坦、6 时

18 分和 5 时 24 分发生在新疆的地震消息。“@ 人民日

报”选择这条新闻且以 “四川省”开头来转发，是

一个隐蔽无痕的叙事选择。本文认为可能基于以下原

因: 虽然地震就具备足够的新闻价值，但从受众接受

角度来考虑，将三个地区作一比较即可见，国内重于

国外，且“四川”两字较之于“新疆”，似乎与 “地

震”的关联更紧密。
2. 叙事者声音的取舍

新闻中引语的使用是凸显叙事主体意识的途径。

引语是元叙事者观点的表达，叙事主体依托所选择的

引语内容来表明自身态度。进而言之，叙事主体的立

场及观点就暗含在安排这些叙事者 “表达” “不表

达”或“如何表达”之中。

如图 2，“@ 人民日报”在新闻中对叙事者声音

的安排有以下几种情况。

图 2 原新闻和微博新闻引语使用情况图

( 1) 删去叙事者声音

有 35 条微博新闻提供了原文链接，两相对照，

原文中有叙事者声音源而到了微博新闻中被删除的

有 7 条，这 7 条之中的 4 条恰好是从采用了全知视

角的原文的导语改编而来。导语的全面性和概括性

较强，正文中的引语就成为叙事主体转发新闻时的

非必要选择。而采用有限视角的一条 《茅台五粮液

因价格垄断被罚》，新闻原文中的叙事者茅台和五

粮液厂家所叙述的内容是对本次被罚事件的表态，

属于事 件 影 响，与 所 要 表 达 的 主 要 事 件 关 联 不 紧

密，故被叙事主体删去，而保留了被罚原因和金额

等重要事件信息。
( 2) 简化叙事者声音

简化叙事者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简化叙述的

内容，二是简化叙事者个数。

简化叙述内容的方法，一种是将原文中的直接引

语变为微博新闻中的间接引语，以此省略引号所占的

字符数。将有提供原文链接并有引语的 25 条微博新

闻与原文对照来看，其中 6 条新闻中的直接引语被转

换成了间接引语。另一种是通过改写事件内容来缩

减。但在改写的过程中，注意保持与原文意义的一

致性。

在微博新闻中，由于微博字数的限制，各方叙事

者声音往往无法兼顾，原文有多方叙事者声音的，可

能会遭到削减。将提供了原文链接并有声音源的 26

条微博新闻与原文对照看，至少有 8 条的声音源个数

被减少，被减去的主要有媒体调查过程、专家解释、

旁观者评论等。所以简化也是叙事主体在新闻中的一

种介入和姿态体现。
( 三) “隐退”的叙事主体

在统计分析中特别发现，微博上新闻叙事者的大

量出现，逐渐导致叙事主体的 “隐退”。相较于前文

所述的叙事主体在新闻文本中或公开或隐藏，这里暂

且将叙事主体所面临的这种新的境地称为 “隐退”。

从图 3 和图 4 中可以看到，经由微博平台的牵引，微

博新闻的来源，无论是文本来源或叙事者声音来源，

都愈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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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本来源看，如图 3， “@ 人民日报”发布的

新闻中，单就采自其他媒体或政府网站新闻的微博数

目，已与包括新华社通稿、 《人民日报》及附属刊

物、 《人民日报》记者专稿在内的三者之和总量相

当。这与《人民日报》初开微博时的设想已有所不

同。在声音源方面，如图 4，总的来说，微博上声音

源的分布比较多元，话语权的分配比较平衡。代表权

威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占了一半以上，代表普通大众的

旁观者和当事人也占了总声音源的 37. 5%。
在样本统计中发现，网友作为新的叙事者声音源

共出现 6 次，其中 2 条新闻事件是由网友发起的; 另

外，有一条“@ 魏志阳”的个人微博作为文本来源，

进入了“@ 人民日报”叙事主体的选择视野。网友

新闻源的特点是来自民间、无处不在、行动迅速。网

络上的新闻传播不仅是传统意义上媒体对受众的传

播，或者受众之间的传播，也包括受众对传统媒体的

传播及媒体之间的传播，在 “交流时代”的概念下

可称其为网络新闻 “交流”。于是传统媒体微博新闻

的来源日趋多元化，不仅表现为新闻叙事层面更加开

放，注意容纳多方叙事者声音和立场，而且在选择文

本来源时，视野更加开阔，反应更为敏捷，更重视融

入各方声音，以达到更广泛和更深层的一种平衡。

谢尔·以色列预言 “辫子新闻”正在微博上广

泛兴起，因 为 “辫 子 新 闻”的 叙 事 格 局 是 开 放 的，

是“传统媒体、公民新闻和社会性媒体三者共同拧成

的一股信息力巨大的绳”⑥。正是由于微博上信息的

极大丰富、观点的强烈碰撞，使得叙事主体与文本中

的叙事者的力量此消彼长，从而导致叙事主体有了一

种新的角色定位——— “隐退”，并承担一定的服务职

能。尤其在有争议性的新闻报道中，叙事主体不再试

图主导新闻叙述，而是担任起抛砖引玉的服务者角

色，提出一个新闻由头，引发讨论，但并不急于表态

和控制舆论，是非对错让大量的叙事者去言说，事件

真相由受众主动探索，共同完成新闻叙事。

三、叙事结构

( 一) 文本结构

从微博新闻短小的叙事文本中可以窥见较为明显

的叙事结构。罗兰·巴特最早提出按功能的重要性大

小将叙事单位分为 “核心”和 “催化”⑦。西摩·查

特曼把“催化”发展为“附属”，认为“附属”在逻

辑上始终可以被牺牲。⑧

在微博新闻中尤其能看到各事件因为重要程度不

同，在等级划分时被保留或舍弃。核心事件决定事件

的发展，是叙事主体进行微博新闻采写和改编时的首

选; 附属事件起着介绍、解释或说明的作用，目的是

为了让新闻更好地被理解和接受，所以就有可能被

舍弃。

从对样本的观察来看，“@ 人民日报”新闻叙事

的基本结构是: ［标题］ × × 记者 /社 /报 /网 /@ 某微

博消息 + 5W + H + 背景 + 评论 + 链接 + 图片 /视频 /长
微博。

在实践中，新闻要素或各部分功能往往由于各自

的重要程度不同，而以不同的组合出现。核心事件一

般是 5W + H 里的几个或全部要素; 附属事件常是新

闻背景、评论、原文链接、多媒体等。从图 5 可见，

只反映核心事件的微博新闻有 41 条，占总样本量近

一半。其他附属事件以不同组合伴随核心事件出现，

其中，“事件 + 背景”的有 13 条，“事件 + 评论”的

有 19 条，“事件 + 背景 + 评论”的有 16 条，转发之

前的微博进行事件后续报道的有 4 条。

图 5 微博新闻各结构新闻条数图

而当 140 字符数被核心事件占满，附属事件也因

具备重要的功能需要在文中被体现时， “@ 人民日

报”使用微博的超链接或多媒体功能来补充更多新闻

信息。这 时 “附 属”事 件 细 节 的 重 要 性 就 远 高 于

“核心”，对受众产生实际影响 ( 如 ［苏皖大雪致 46

趟高铁列车停运，列车大面积晚点］) 。

可见，微博新闻叙事结构的繁简并不必然影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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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传受的多寡。另外图 5 也显示，有评论的微博新闻

占 37. 63% ，超出有附属事件的新闻 ( 55. 91% ) 的

2 /3，这从文本结构上确证了主体姿态的存在。
( 二) 文本间结构

虽然微博平台限制了媒体通过版面编排将多个新

闻汇集成更有意义的新闻集合体、共同支撑叙事主体

姿态的能力，但除了让每条微博新闻单独承担叙事主

体意图之外，还是可以通过一些手段将特定新闻进行

集合和关联。

就现有微博技术而言，“转发”成为微博新闻向

纵深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功能。从随机抽样到的 4

条所转发的微博新闻就可见一斑。这里列举一条:

( 转发) ［学校发生踩踏事件，非校舍倒塌，4 名

学生死亡］ 人民日报记者田豆豆、付文消息，27 日 6

时 15 分左右，湖北老河口市薛集镇秦集小学发生因

拥挤引起踩踏，造成 11 名学生受伤，其中 4 名重伤

学生抢救无效死亡。知情人士称，没有发生媒体此前

报道的校舍倒塌。事件原因本报将持续关注。
( 原文) @ 人民日报: ［湖北一小学倒塌多人伤

亡］ 新华社消息，湖北老河口市薛集一小学今天早晨

倒塌，已造成多人伤亡，襄阳市有关方面已赶赴现场

救援。祝福孩子们平安。最新消息我们将及时发布。

原文转发 ( 1671) | 原文评论 ( 608)

在这组新闻中，最鲜明的地方是叙事主体表露出

的对新闻事件持续跟进的意识，从“最新消息我们将

及时发布”和 “事件原因本报将持续关注”两个结

尾就能看到“@ 人民日报”的主体姿态。这两句不

是在叙述新闻事实，也不是在抒发观感，而是直接与

受众对话: 一转前文中第三人称 “新闻中介者”立

场，成为第一人称 “事件见证者”，展现其密切关注

事态发展的姿态。

从文本结构上看，被转发的新闻是核心事件: 新

闻事件有大致的时间、地点和事故情况; 后一条是附

属事件，经过调查之后补充了发生事故的确切时间、

地点、伤亡情况，并澄清了事故原因。

通过转发功能实现的后续报道，为受众建构出

一个较为完整的叙述结构———一开始只了解大致情

况，随时间推移逐渐看清事实全貌，进而触及原因

和细节。微博新闻叙事主体时而以 “中介者”身份

发布事件信息，时而以 “见证者”身份到事件现场

调查，时而又站在受众角度同悲共喜。这一多重有

限视角的启用和多个叙事角色的转变过程带动受众

深度卷入，呈现出其在重大事件面前不失语的媒体

姿态。

四、叙事修辞

( 一) 叙事声音的权威度

在当前社会，存在着信息不透明、不对称的情

况。一条新闻要使受众接受和相信，叙述者身份不仅

要真实可信，还要权威。在诸多叙事者声音来源里，

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及业内人士往往享有一定的权

威。他们更有机会接近事实真相，看到事件原貌。

图 6 新闻类别和声音来源关系图

如图 6，政府官员的声音在微博新闻中占主流，

特别是在国际、法治、时政、军事等新闻中占绝对优

势; 专家学者、业内人士的声音则在经济、科教文卫

体等新闻里占主要位置。这些权威声音在政治、经济

及其他各领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起着主导和引

领的作用，代替叙事主体发声，强化了说服的力量，

用威望来引导社会舆论。《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的

机关报，凭借自身的政治优势，能接触最权威可靠的

声音源，当人们在 “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微博信息

格局中渴望听到官方的严肃声音时， “@ 人民日报”

的及时出现，不仅是一种官方的姿态呈现，还能提高

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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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使用超文本多媒体

微博的多媒体运用极大程度地实现了多种叙事方

式的融合，丰富了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手段。微博新

闻中可以任意插入图片、视频、长微博，这既可弥补

字数限制的缺陷，还能充分发挥网络多媒体表达的特

长，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将传播诉诸受众的多个感官

系统，拉近媒体与受众的距离。

从 93 条样本的统计来看，“@ 人民日报”发布新

闻时插入与事件直接有关的图片的新闻有 39 条，占

41. 94% ; 有 一 定 相 关 性 的 图 片 的 有 23 条， 占

24. 73% ; 使用长微博的有 17 条，占 18. 28% ; 添加

视频的有 5 条。
“文字 + 视音频”是对传统报纸平面传播方式的

突破，也解决了电视等流媒体转瞬即逝的传播限制问

题，使得新闻信息能够被多次点击接收。

微博新闻最常见的形式是 “文字 + 图片”。但是

微博新闻图片由于微博平台的原因，其编排效果不像

报纸版面那样能带来较大的视觉冲击感，微博新闻必

须要依靠受众点击放大才会被看到。图片内容主要起

着补充文 字、辅 助 传 播 的 功 能。其 中 “相 关 图 片”

的使用比例偏高，与事件的关联性并不强，很可能只

是为了迎合读图时代 “有图有 真 相”的 心 理 诉 求。

叙事主体虽意识到了图片的重要性，但限于客观条

件，微博新闻仍是以文字为主，图片则可有可无。
( 三) 使用表情符号

表情符号是微博世界里一种辅助的情感交流工

具，它形象直观、意义明确且有寓意功能。统计发

现，93 条微博新闻样本中使用表情符号的有 20 条:

有的出现在标题中，作为第一人称叙事者声音，毫无

保留地表达主体姿态; 有的落在结尾处，叙事主体出

场“谢幕”，回顾事件并表态; 有的首尾都用，加强

气势。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除了常见的伴随文字而

出现，表情符号也开始独立发挥作用。在出现叙事主

体观点的 50 条新闻中，有 9 条只使用了表情符号来

表达，叙事主体没有用第一人称上台说话，含有一种

“尽在不言中”的意味。

使用表情符号来展现叙事主体的内在好恶，一方面

可简化用文字诉说的繁复过程，节省字符数; 另一方面

使主体的心理活动具象化，增强叙事的生动性和传播的

感染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表情符号使得不便用文字描

述的心境得到抒发的机会。结果既保留了对事实的客观

报道，又适当透露出主体的臧否态度，实现了心灵沟通、

情绪表达的传播初衷，颇有春秋笔法之效。

以上通过对 “@ 人民日报”新闻样本的内容分

析和个案研究可以发现，传统媒体在发布微博新闻、

进行新闻叙事时仍遵循着一定的新闻规律，同时主体

姿态是叙事主体的一种有目的、有策略的主观呈现。

借助微博这个新媒体平台，通过叙事视角、叙事主体

的声音、叙事结构和叙事修辞的能动变化，传统媒体

正在进一步发挥新闻叙事的主体性来树立新形象、扩

大影响力，以达到打通“两个舆论场”的目的。
( 本文系厦门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项目编号: 2012221004〕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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