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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文化与中国女性的媒介再现 :

以《纽约时报》为例
李 敏

摘 要: 媒介在文本生产中总是在客观性和倾向性之间求得平衡，专业主义理念是保证报道客观性的圭

臬，但政治上的保守性和对负面消息的偏爱又使它们更容易关注负面新闻。文章以《纽约时报》为例分析媒介

文化的这种矛盾性对中国女性媒介形象的影响，发现媒介以复杂的态度呈现中国女性，一方面以客观的手法避

免性别歧视，另一方面又由于存在着对异族女性的偏见及民族中心主义倾向而使人物呈现负面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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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在西方媒介的涉华报道中是一个重要的被再现的群体，是构成中国国家和民族形象的重

要符号资源。西方媒介通常都声明禁止刊发具有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色彩的内容，这为媒体客观地塑

造中国女性形象设置了操作理念。但媒介从来不是在真空环境中运作，报道内容和风格会受到包括传

播政策、社会文化以及利益集团等外界因素的制约，同时还受到媒介内部权力结构、传播者的价值观

和政治立场的影响。如果说外在环境不断变化，媒介需要不断调整传播策略以保证其生存空间的话，

媒介文化则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它体现着媒介自身质的规定性，对其内容生产的影响也更持久。本文

试以 《纽约时报》为例分析媒介文化对中国女性媒介再现的影响，以期更加深入地了解西方媒介涉华

报道的规律。

一、专业主义理念与禁止性别和种族歧视

新闻专业主义源于西方新闻工作实践遵循的一套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包括: ( 1 ) 传媒具有社会公

器的职能，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 ( 2 ) 新闻从业者是

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员; ( 3 ) 他们是信息流通的 “把关人”，采

纳的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而不是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 ( 4 )

他们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力

或经济势力; ( 5 ) 他们受制于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专业规范，接受专业社区的自律，而不接受在此

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1］在新闻实践中，秉奉此一原则的新闻业界逐渐发展出一种 “专业主义

精神”。在这里，“专业主义” ( professionalism) 的概念远远超出了职业的基本社会学特征，它包括一套

关于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的信念，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一种服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

更高权威的精神和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① 建立于此种价值体系之上的新闻行业逐渐发展成一个

① 一些学者仍旧对新闻业是否已成专业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新闻工作者不需要像医生和律师那样要领取从业执照; 新闻行业的

自律不如医疗和法律等行业那么强烈，机制 也 不 那 么 完 善 ( The news people: A sociological portrait of American journalists and their
work. Johnstone et al，Urbana，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6: 97 －112) 。参阅，陆晔、潘忠党 . 成名的想象: 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

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 . 新闻学研究，总 71 期。不过，这一套行规已经成为衡量并规范业务实践行为的主要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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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纽约时报》与新闻专业主义的成形有极为密切的渊源。该报创始人亨利·贾维斯·雷蒙德对 《纽

约时报》的定位是: 成为高格调可以长久经营的报纸，以 “道德精神”和 “保守主义”为前提，客观

公正，并提供丰富的背景资料以告知读者新闻事件的缘由及可能发展的趋势。在国外新闻的报道上，

雷蒙德尤其注意使其不偏向美国自身的观点。［2］后来收购 《纽约时报》的阿道夫·奥克斯也不走煽情主

义的道路，他提出的报道原则是: 力求保证报纸以简明动人的方式提供新闻，用文明社会中慎重有礼

的语言来提供所有的新闻; 即使不能比其他可靠媒介更快提供新闻，也要一样快; 不偏不倚、无私无

畏地提供新闻，无论涉及什么政党、派别或利益; 使 《纽约时报》成为探讨一切与公众有关的重大问

题的论坛，并为此目的而邀请各种不同见解的人参与明智的讨论。［3］以上理念都体现着新闻专业主义的

最核心的实质。落实到具体操作上，这一理念体现为词汇的选择、议题的安排、信源的使用等方面的

公正和平衡。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纽约时报》才得以在美国媒体和社会结构中确立不可替代的地

位，能够 “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并给其他媒体设置议程［4］。与专业主义理念相适应，《纽约时报》制

定了独特的 “新闻政策”，其中就包括禁止对少数族群和女性的歧视，比如: 新闻报道不得特别指出当

事人的种族、宗教及经济、文化背景，除非明显与新闻有直接关系; 新闻报道也不能对女性有所歧视

与侮蔑，等等。

笔者搜集了 2000 年至 2010 年 《纽约时报》中涉及中国女性的报道，共得样本 601 篇，并对这些样

本中信源的采用、人物行为的描述以及文本中对人物性格的描述等不同层面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

该报对中国女性性格特质的描述中排前三位的分别是 “勤劳” ( 占所有特质描述总量的 26. 1%、文章

总数的 42. 5%) 、“积极主动” ( 占所有特质描述总量的 18. 8%、文章总数的 30. 7% ) 和 “果敢坚强”
( 占所有特质描述总量的 18. 0%、文章总数的 29. 3% ) ; 而 “多愁善感” ( 占所有特质描述的 0. 4% )

和 “懒惰” ( 占所有特质描述的 0. 1% ) 分别排在最后两位。这组数据说明，《纽约时报》倾向于将中

国女性描述为具有正面特质的群体。

在对消息源的引用上，601 篇样本中有 306 篇没有引用来自女性的消息，占样本总数的 50. 9% ;

295 篇将女性作为消息来源，其中有 230 篇直接引用，占样本总数的 38. 3% ，有 65 篇间接引用，占样

本总数的 10. 8%。由于可以被引用的消息源通常被视为具有一定权威性，因而如何引用消息源除了能

够说明报道是否客观，从社会性别的角度看还可以推测媒介如何认定女性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 ; 而女

性能否通过媒介 “说话”也标志着她们的社会地位。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在媒介中被 “遮蔽”的一

个重要表现就是失去话语权或表达机会。本文得出的这一数据说明，《纽约时报》在很大程度上认为中

国女性具有权威性或者判断力，并赋予她们表达的权利。

可以明确判断人物行为结果的报道一共有 478 篇。其中有 245 篇对行为结果的描述是明显正向的

( 获得成功、获得帮助、帮助他人) ，明显负向效果的一共有 180 篇 ( 遭受损伤、伤害他人、未成功、

被处罚) 。这组数据说明该报能够较为充分地关注到中国女性的正面行为。

以上几组数据说明 《纽约时报》关注到中国女性的积极正面的特质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刻

意凸显对中国女性的偏见和歧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在一些微观语义层面上的修辞却也流露出

它一定程度的性别偏见。以人物专稿和讣告为例，在 2000 年至 2010 年的样本中，共有关于宋美龄、卓

琳的两篇讣告，有华裔政治家赵小兰，演员张曼玉、刘玉玲、黄柳霜，李安的妻子林珍等人物专稿 23

篇。在以上这些专门论及中国女性的文章中，大部分对已婚女性的描述都刻意关注到她们的家庭生活，

显示出该报对中国女性的性别偏见和东方化倾向。

二、政治上的保守性与 “他者化”的中国女性

在美国，媒介身处两党轮流执政的政治格局，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亲近某个党派从而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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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中流露出好感，甚或进行大规模报道以支持其竞选和其他政务活动是媒介中常有之事。《纽约时报》

也有明确的党派立场。《读报》的创刊人雷蒙是共和党创始人之一，自其协助组织共和党之后，《读报》

一直亲共和党。不过在 1884 年，该报的第二任发行人乔治? 琼斯反对共和党的总统提名候选人布雷恩

( JamesG. Blane) ，这之后 《纽约时报》政治立场发生转变［5］，开始拥护民主党。

不过，无论具体立场如何，从整个产业的本质上来说，美国的媒介仍旧是保守的。它们身处政治、

各利益集团以及其他各种权力系统中间，不得不在这些权力结构和自身利益、专业理念中求得平衡，

也可以说，为生存计，无论亲近哪个党派都得与政府保持微妙的关系，以维持其影响力和生存空间。

这样做的后果是，大部分媒介会维持既有的社会观念和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尽管 《纽约时报》的目

的是要 “给读者提供充分的信息，让他们自己形成自己的想法”［6］，它也试图采用各种方式将这一理念

操作化，但关于它是否真正不偏不倚依旧众说纷纭。另有一些研究也显示在涉及到美国整体利益的重

大国际事件上，《纽约时报》的报道会与政府保持一致，而不像它一直强调的客观公正。譬如，在海湾

战争这一问题上，《纽约时报》不时表现出某种摇摆的态度，最终演变为对发动战争的支持。布莱恩·

迈克尔·戈斯在分析该报对美国制裁伊拉克的报道时指出，《纽约时报》的报道采用了 “个人化”的手

法，即将针对伊拉克这一国家进行的制裁转换为针对萨达姆个人的制裁，并且总是紧密追随美国政府

的主张，避免报道涉及伊拉克难民及其制裁造成的严重后果，即使有涉 及 此 方 面 的 报 道，也 是 轻 描

淡写。［7］

这种政治上的保守性落实到具体的文本生产过程中则表现为一种 “以我为主”的叙事逻辑，即将

美国利益和根本的价值观，尤其是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 “自由、民主”的精神概念，作为呈现报道对

象合理性的重要标准，将与美国不同的民族和文化视为 “他者”。在呈现中国女性的过程中，这种 “他

者化”的倾向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即 “邪恶的”女性和 “被救赎”的女性。“邪恶的”女性是不同

于美国价值观念和威胁美国利益的人物，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宋美龄。关于宋美龄的讣告在描述宋美

龄的美貌聪明的同时特别强调 她 的 权 力 欲、凶 残、贪 婪， ( Loves power，eats up publicity and flattery，

pretty weak on her history，corrupt，power － hungry［8］。) “被救赎”的女性则是非民主体制的受害者，通常

被描写为中国社会制度的受害者，尤其是在计划生育、宗教、民族等特殊议题的文章中，这些女性呈

现出被动、无辜、无力的形象。在 2006 年 5 月 26 日的一篇文章中，该报描述了一位为了逃避计划生育

而偷渡到美国的女性的遭遇。［9］文章描述了她在接受采访时的恐惧: who asked to be identified only by her-

nickname，Tracy，because she fears retaliation ( 该名女子害怕被遣返而请 求 报 道 时 使 用 化 名 “翠 西”。)

Tracy said. “Icouldn＇t go back to China. ” ( 翠西说，“我很害怕，我不能回中国。”)

在这类描述中，中国女性的呈现基本上体现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即维护美国既存体制的

合法性，而它奉为圭臬的客观性则更像是力求保证 “道德上的清高与平衡”的一种手法。因此，尽管

《纽约时报》被视为自由派的报纸，但总体态度依旧是保守的，它代表的是 “非正式的华府态度”，在

涉及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的报道时带有一些偏见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也导致它在报道中国女性的时候遵

循美国主流政治观的框架，以美国利益为中心，流露出民族中心主义的倾向。

三、对负面消息的偏爱与被贬抑的中国女性

媒体偏爱负面信息，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受众的好奇心，否则就有可能流失掉很多受众，比如，PBS

就曾经由于强调报道质量和正面消息导致收视率低于 5%。［10］另一方面，媒体认为揭示社会中存在的问

题并尽力引导社会进行改革能够发挥 “看门狗”的功能，所以报道的价值不仅在于能否关注负面信息，

更在于其目的如何，在于能否客观地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这一观念已经渗透到选择新闻事件和

制作新闻报道的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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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研究中也发现，《纽约时报》在涉及到中国的计划生育、持不同政见者、疾病等方面的题材

上常常出现负面报道，而在这类报道中出现的女性大多是被 “贬抑”的对象，尤其是遭受制度性贬抑

的弱者。对此，曾经担任 《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的伊丽莎白做出过这样的解释: “我的目的不是提出

批评，我的目的是提出真正的问题。”［11］比如，在谈到为何以负面形式呈现艾滋病主题时，伊丽莎白说，

“也有人说这是批评文章，这是负面报道，可是我想应该提出来，告诉大家这些农民得了病。我的目的

是帮助那些没办法让别人听到他们声音的人，让别人听到他们的声音”。［11］事实上，美国媒介对美国的

报道也有很多负面消息，美国人对此也心怀不满。但这种负面消息不同于对中国的负面报道。由于美

国人并不了解也不能亲身验证中国现状，媒介报道的强化作用就更加明显。因此，尽管 《时报》声称

一直在适时地协调 正 面 和 负 面 的 文 章，但 对 中 国 一 些 公 众 来 说，这 些 负 面 报 道 仍 旧 占 据 了 太 多 的

篇幅。［11］

四、结 语

早在 1947 年，以哈钦斯为首的新闻自由委员会提出的报告——— 《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就

将少数族裔的报道定义为道德问题，《纽约时报》提出的民主社会中新闻社会责任的 5 个标准中也包括

“媒体也必须是公共论坛，必须无偏见地呈现社会各族群之形象［12］”这一准则。尽管如此，媒介在政

治上的保守性和意识形态上的偏见与专业主义追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一直存在，而媒介偏爱负面消息

的本性又使负面事件更容易受到关注，这都影响了 《纽约时报》对中国女性的报道，使中国女性呈现

出较为复杂的形象体系。对我们而言，也就不能简单地对 《纽约时报》的报道进行是 /非、对 /错、客

观 /偏见的评价，而是要更深入地考察媒介自身定位、编辑部内部权力结构及其政治理念等各种要素，

以更好地总结出媒介文本生产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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