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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台湾《联合报》和《自由时报》对“陈云林

访台”的报道为研究对象，运用框架理论和内容分析法考察

两报对涉及两岸关系的重大事件是如何设置框架、再现新闻

事件的，并试图从两报对事件报道的比较中挖掘出台湾报业

的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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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08 年 11 月 3 日，海协会会长陈云林访问台湾，这是

“两会”领导人首次在台湾举行会谈，也是两岸关系发展中的

重要一步。这样一件事关两岸关系的重大事件，不仅吸引了

大陆媒体的目光，台湾媒体也作了大量报道。
本文试图选取台湾的《联合报》和《自由时报》，以其对陈

云林访台事件的报道为切入点，运用框架理论和内容分析法

作定量、定性分析，考察这两份报纸对涉及两岸关系的重大

事件在新闻上呈现出怎样的异同点，探讨台湾报纸是如何设

置“陈云林访台”事件的新闻框架、再现新闻事件的，以便更

好地了解台湾报业的特点。
二、研究方法

（一）框架理论

通常认为，框架的概念来源于人类学家贝森特。1974

年，德国社会学家高夫曼出版了《框架分析》一书，首次将“框

架”概念引入文化社会学。后来“框架”概念被引入大众传播

研究，成为定性研究的一个重要观点。
高夫曼认为：“框架乃是在特定心理情境中，由一群语言

学符号讯息所发展出来的经验，人们借此建立了观察事物的

基本架构，用来处理和分析外在世界层出不穷的社会事件。”①

加姆森（Gamson）进一步认为：框架定义可分为两类，一类指

界限，代表取材的范围；另一类是架构———人们以此来解释

外在世界。
台湾臧国仁先生则进一步将框架划分为高层次结构、中

层次结构和低层次结构。②本拟运用新闻框架的基本理论，从

这三个层次结构入手具体分析和解构台湾报纸对“陈云林访

台”事件的报道，看不同的媒体建构了怎样的媒介现实。
（二）报纸选择

本文选择的是《联合报》和《自由时报》。《联合报》以反台

独为基本立场，代表了台湾的“统”派民意。而《自由时报》是

台湾民进党的机关报，站在民进党立场反对两岸和谐交流，

代表了台湾的“独”派民意，其“独立”意识十分明显。这两份

报纸集中代表了台湾岛内“蓝”、“绿”阵营的政治面貌，立场

十分鲜明。
（三）时段限定

本研究的时间限定为 6 天，从陈云林启程赴台的 2008

年 11 月 3 日起，至陈返回大陆的第二天即 11 月 8 日，完整

覆盖了陈云林访台的行程。
（四）分析单位

《联合报》和《自由时报》在陈云林访台期间的所有报道，

消息、特写、评论、图片等都在本研究的考察范围之内。本研

究以一“篇”新闻为分析的基本单位，判断依据是有独立标题

且有记者署名。依此标准，最终抽取的合格样本有 462 篇，其

台湾《联合报》与《自由时报》关于

“陈云林访台”报道的框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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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合报》199 篇、《自由时报》263 篇。
三、研究发现

（一）高层次结构框架分析———媒体对新闻事件的定性

高层次的结构框架指的是媒体对新闻事件的定性，即

“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具体到本研究，即媒体对陈云林访台

的定性。
首先，从两报专版报道的名称来看，专版的命名直接体

现了媒体对新闻事件的定性。在 8 天的报道中，《自由时报》
在 4 号至 7 号设置了专版。3 号与 8 号虽然也设置了多个整

版来报道陈云林访台事件，但没有设置成专版。除此之外，在

4 号、5 号、6 号的专版中，每个版面都设置了子名称，如表 1

所示：

表 1 《自由时报》关于“陈云林访台”事件的专版名称

由此可以看出，《自由时报》是遵循着这样的高层框架来

安排版面的：陈云林来台，江陈台北会谈导致民众抗议呛声

不断，而警察全面压制抗议群众，执法过当，侵犯了人权。一

般来说，高层次框架对更低层次的框架具有限定作用。而事

实上，《自由时报》对陈云林访台的报道也都是按每个版面的

主题来编排的。
与之相比，《联合报》的专版并没有透露出明显的信息。

在 3 日到 8 日的报道中，《联合报》也在每天的报纸中设置了

多个整版来报道陈云林访台事件。其中，在 3 日到 5 日设置

的专版中，它在每版的报眉上放置了陈云林和江丙坤的小幅

照片，在两幅照片中间是醒目的文字“江陈会”。因此，可以看

出《联合报》将“陈云林访台”主要定性为江陈会的召开。另

外，它也通过照片的方式反映出了新闻事件中的两位主角。
除了专版名称外，高层框架还常常以标题的形式体现，

尤其是头版标题。头版标题是媒体对事件核心的萃取，不仅

体现了媒体关注的焦点，也表现出了媒体对事件的定性。③陈

云林访台占据了《联合报》从 11 月 3 日到 8 日的所有头版。
（11 月 6 日，《联合报》设置了双头版，另一个头版是关于美国

总统大选的报道。）《自由时报》除 6 日头版是关于美国总统

大选的报道外，其余几天也都以陈云林访台的相关事件作为

头版。下表是关于两报专版头条标题的比较：

表 2《联合报》与《自由时报》专版的头版标题比较

从对这些头条标题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两份报纸对事件

不同的定性和不同的立场。《联合报》既关注新闻事件本身，

也报道绿营抗议活动引发流血冲突以及蓝绿两党间的争执；

而《自由时报》每天的专版头条中充斥着的是关于警方粗暴

执法和绿营人士呛声抗议间冲突的报道，可以说已经脱离了

对新闻事件本身的关注，而把陈云林访台定性为政府高规格

维安与民众民主自由的冲突。
（二）中层次结构框架分析———新闻报道的主题

按钟蔚文等人的论述，框架的中层次结构包括了主要事

件、先前事件、历史、结果、归因、评估等。结合这些中层结构

的要素及研究的具体实际需要，本研究将两报的所有报道归

纳为 13 个新闻主题。两报对每个新闻主题的报道篇数如表

3 所示：

表 3《联合报》与《自由时报》新闻主题的分布状况

由上表的统计中可以看出，《联合报》报道最多的三个主

题是：对绿营抗议活动的评价、绿营人士的呛声抗议活动，陈

云林访台行程。而《自由时报》报道最多的三个主题是对台湾

官方活动的评价、对警察维安活动的评价、绿营人士的抗议

活动。可见，两份报纸都十分重视对抗议活动的报道以及岛

内各党派人士和其他民众对相关事件的评价和争执。
接下来再看看两报分别选择了哪些角度来组织主要的

新闻主题的框架。陈云林的行程及相关的细节是《联合报》报

道的一个重点。除了将报道聚焦在官方行程和仪式、双方在

仪式中的讲话外，《联合报》还采用了“人情趣味框架”，挖掘

出许多官方之外与政治无关的细节，如《陈云林不能去云林，

心中有憾》、《夫人有默契，都穿白套装》、《牛肉面 赞不绝口》
等等，写出了陈云林喜好杜诗、“招牌式的爽朗微笑和慢条斯

理的谈话腔调”、到台第一餐吃的是牛肉面和小笼包等细节。
在一些报道中，更是用细腻的手法写出了陈云林及其夫人赖

晓华访台的感受。而对比之下，《自由时报》对陈云林访台行

程和细节的报道很少，仅占 6.1%，主要是对两会磋商签署四

项协议和马陈会的报道，该报关注的焦点主要是警方的维安

活动和绿营的抗议活动及其各方的评价、反应，并且是站在

支持绿营维护“国家”尊严的抗议活动，批评警方粗暴压制、
执法过当的角度上来报道的，而对官方活动的评价也都是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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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高规格维安、侵犯人权的角度来阐释的。对江陈会中

四项协议签订的影响的报道，在两报的主题中所占的比重也

较大。《联合报》是 9.0%，《自由时报》是 10.3%。不同的是，

《联合报》报道的是四项协议给台湾带来的积极影响，如《海

运更近 年省 20 亿》、《29 个航点 每周 108 班》、《运输时间大

减 蔬果活鱼抢鲜》等。而《自由时报》报道的却都是四项协议

对台湾的危害，如《截弯取直 冲击台湾战略安全》、《西进潮再

起 高雄港排名恐再下探》、《两岸经济愈开发 台湾劳工愈

衰》。
（三） 低层次结构框架分析———报道涉及各方的形象分

析

框架的低层次结构是指框架通过语言或符号的表现。持

有不同立场的媒体在描述事件和表现人物时常会使用某些

具有感情色彩和社会心理内涵的词汇。④恩特曼认为，可以

“通过使用或拒绝使用某些关键词、常用语、僵化的形象、信
息源和句子，通过某些事实和判断的聚合”来强化主题。⑤因

此，在低层次结构的框架中，本文采用关键词的方式来看两

报对新闻事件中的各方的形象建构。通过遴选一些使用频率

最高的词汇，合并同义关键词，得出了表 4：

表 4 《联合报》与《自由时报》关于事件各方形象的关键词比较

由上表可以看出，《联合报》和《自由时报》出于不同的政

治立场，塑造了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人物形象。
四、结论和讨论

本文以《联合报》和《自由时报》有关“陈云林访台”的报

道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二者的比较，可以发现台湾报纸具有

以下特点：

1、政治立场鲜明

与管制时期政府全面控制媒体相比，开放报禁后，当局

对媒体的干预能力相对减弱，但政党和媒体之间相互依存、
政党总是力图控制媒体以维护自身利益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特别是在 2000 年大选之后，“岛内族群分裂加剧，在岛内政

治生态严峻的情况下，媒体纷纷选择立场，寻找依靠，逐渐形

成两大阵营，沦为政治放话的工具。”⑥从《联合报》与《自由时

报》关于陈云林访台的报道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报

鲜明的政治立场，“陈云林访台”衍变成了不同党派和利益集

团之间的争吵和利益冲突，新闻事件本身被严重弱化。
2、强调新闻的“冲突性”或“趣味性”
与西方记者一样，台湾媒体奉行“坏消息才是好消息”的

原则，大量报道冲突性的负面新闻。《联合报》和《自由时报》
在这次报道中也体现了这一特点，用大量的文字、图片报道

了抗议民众与警察之间的激烈冲突，也反映了蓝绿两党之间

的争执和谩骂，具有强烈的刺激性。而《联合报》还报道了许

多关于访问团的有趣的细节，体现了“人情味”的因素。
3、新闻本土化

在对“陈云林访台”报道中，《联合报》和《自由时报》报道

的大都是岛内各党派和民众对相关事件的反应，而对外界的

声音很少报道。这是域外新闻本土化的传播规律使然。“为了

在地缘上和心理上缩小新闻报道与台湾民众的距离，台湾媒

体会更多地强化本土意识和本土视角。”⑦

而这些特点的产生关键都在于台湾媒体对利润的追求。
1988 年台湾当局宣布解除报禁后台湾新闻业出现了空前活

跃的所谓“战国时代”。⑧政府对媒体的直接干预减弱，市场竞

争成为了支配媒体市场的新规则。特别是台湾已经进入了财

团办报和报系竞争的时代，“追求低成本、高利润和以市场为

依归的运作法则，已经主导了整个报纸未来的走向，对报纸

内容和品质更产生决定性的影响。”⑨在这些媒体经营者眼

中，如何在残酷的报业竞争中争取读者、如何获利才是最重

要的。在刻意追求获利的前提下，媒体从业人员不得不以商

业的眼光衡量媒体内容的价值，从而决定取舍和报道的角

度。而台湾报纸保持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色彩、强调“冲突

性”和“趣味性”、本土化也都是在激烈的竞争下为吸引受众

的眼球而采用的策略。

参考文献：

①张洪忠：《大众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关系

探讨》，《新闻与传播》2002-1

②臧国仁：《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媒介框架与真实建

构之论述》，台北：三民书局，1999 年

③④董天策、徐宁：《从“连战访问大陆”看市场化报纸的时

政报道———香港〈东方日报〉与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框

架的比较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6

⑤邓天颖：《新闻框架与国家形象》，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库，

2003

⑥⑦潘晓凌、乔同舟：《新闻材料的选择与建构：连战“和平

之旅”两岸媒体报道比较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 4

⑧陈扬明、周察：《海峡两岸文化与传播研究》，厦门大学出

版社，2005 年

⑨周百涛：《开放报禁后台湾报业的激烈竞争》，《新闻大

学》2002- 秋

主题专栏 ——— 海峡传播

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