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紧盯前沿理论 透析传播实践

ONGNAN CHUANB0特别推势玮媒j桧

——以巴黎圣母院大火为例

高北晨

(贵州大学贵州贵阳 550001)

摘要：集体记忆是构成一个社会群体的基本心理基
础，它勾连着过去与未来，新媒体的出现不仅丰富了新闻业的
形式及功能，还拓展了集体记忆的空间，在新闻报道过程中会

因激发受众不同的“隧道记忆”而形成“情绪性热点事件”。本
文以2019年4月16日轰动世界的“巴黎圣母院大火”事件为研
究对象，采取量化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的形式对于新浪微博中
的原创文案中受众的记·『己点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关联，集体记忆
中蕴含的情绪值呈现怎样的规律以及公众在此事件中的网络
行为特征进行探究。研究发现，新闻在传播过程中能够激发
受众集体记忆的部分，在激发的同时能够大范围地扩大传播效
率，受众对于维护集体记忆符号呈现出归属、进取与捍卫的多
元行为特征。通过就此事件的研究来反思，在媒介带来一次

叉一次“记忆潮”的时代，新闻业界如何让对“集体记忆”这一
资源富矿加以利用，以建构更好的传播格局。

关键词：集体记忆 巴黎圣母院 情绪性热点事
件 记忆符号

一、引言
(一)研究缘起
巴黎圣母院的大火起于当地时间2019年4月15日下午

6点50分左右，整座建筑损毁极其严重，圣母院木质塔尖在
极快的焚烧速度之内如同被拦腰砍断一般倒在世人眼前。
这座位于塞纳河畔，始建于1163年，诞生无数关于艺术、文
学且屹立百年不倒的教堂，就在修缮的过程中因‘人为疏忽”
或“电路短路”的失误坍塌在世人眼下。这场持续燃烧了8小

时40分的旷世大火在公众社交平台俨然成为了一场覆盖面
广_、关注度极高的公众事件。无可厚非，现今在新媒体平台上
传播的新闻公众事件俨然成为了一次次群体意见汇集场所与
孤独受众们情感宣泄的契机，可巴黎圣母院大火事件的特
殊之处在于，中国公众意见是围绕着以雨果作品《巴黎圣母

院》为主和以“国耻”一一八国联军侵华火烧圆明园两段集
体记忆为主线展开。

在媒体与集体记忆的关系研究中，更多学者更偏向于研
究媒体对于集体记忆的书写与塑造，在塑造过程中往往反映
更多集体记’}乙的变迁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社会历史的走向。
但往往忽视了新闻、媒体对于集体记忆的激发作用。因此，

以此次事件同时激发两段属于中国人民的集体记忆为切入
点，将研究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探究在新媒体平台上公众是
围绕着哪些记忆点展开，记忆之间的关联情况?二是在集体
记忆激发的同时公众关于集体记忆的情绪是什么样的状态?
最后是新闻对于集体记忆的激发作用下公众的行为呈现出什

么特征?在这样的特征规律下媒体界应当怎样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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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及理论梳理
人类记忆的基本框架在于语言、逻辑和概念：哈布瓦赫

(HaIbwachs)在其《记忆的社会框架》中首次提出“集体

记忆”，发展传承了涂尔干的“集体意识”。根据徐贲对于集
体记忆总结出三个特征：一是集体记忆总是发生在特定范
围的人群内，无法在无限放大的范围内被普遍认同，二是集
体记忆包括对事实的认知和道义的评价，三是记忆与历史的
矛盾。⋯集体记忆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使得社群成员能够回忆
起共同的过去；因此“唯有记忆的存在，共同体才有可能存
在⋯⋯记忆对‘集体’有构建作用，记忆一旦不存在了，它所
构建的那个集体也就不存在了。”因此，记忆是集体单位构
成的重要心理基础。新媒体对于集体记忆的形成、书写、储

存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黄顺铭《在线集体记忆的协作性书
写》中就中文维基百科“南京大屠杀”条目的个案研究，发现
新媒体与集体记忆的关系是在线协商与争夺话语权的博弈，
恰恰与英斯的理论相契合，他认为新媒体能够促进记忆的更
新，也为更多底层的、草根的阶层人民提供了发声的便利，且
推动了书写与权力之间的“记忆之战”。胡百精认为互联网与
集体记忆的关系在于它虚化了事件空间的界限，推动了权力
的变革以此构建了公共领域中意识的共同体。”1

新媒体拓展了集体记忆的空间，但是其中一个重要媒
介一一新闻也在扮演着重要角色。国内新闻界对于集体记忆
的形塑是关于孙志刚事件的报道上，对此事件张志安、甘晨
于《作为社会史与新闻史》一文中认为，中国新闻界因为存
在着不同类别与性质的新闻机构，在建构记忆中会呈现出不

同姿态，例如代表法制类别的则以“法制中国道路”为准绳
进行推进，以个体记者对于孙志刚案件则透露出了对现实困
境“抱憾”，因此一个事件因不同媒体性质与定位就诞生了不
同的记忆传奇。就此，李红涛、黄顺铭在《传统再造与媒介重
塑一一记者节话语中的历史书写与集体记忆》指出新闻对于
记者节这一新闻界常规的热点时刻进行论述，与具有纪念意
义的时刻相比，记者节对历史集体记忆的书写并不是核心所
在，并缺乏特定的所指，新闻界的“历史”与“当下”的讨论
跟进一步的批判“历史被‘挖掘’出来，‘挪用’到新的场景之
下，要么被‘重构’为当下议题的历史源头或正当性来源，要
么被‘改造’为评判当下的标准。”口1借此，我国新闻界无论
是在“记者节”或是在各类“热点时刻”都在以各自的方法与

传统塑造着每一段属于中国人民特有的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中蕴含着不同类型的人群情绪，且记忆也会将

情绪储存其中，因此则有“情绪记忆”这一概念。理解情绪
和记忆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不仅是心理学领域的基本问题，
更是在研究“情绪性热点事件”中的重要讨论问题。首先，展

现在此次媒介事件中最突出的受众反应体现在“情绪记忆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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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感的倾向上并无太大差异，因此从调查问卷中总结出的
以惋惜为主的积极情感与“风水轮流转”这一幸灾乐祸为主
负面情感总结出了相应的情绪词语料库。

1．以文学记忆为主的集体记忆情感分析
根据图4显示，仅提取以“巴黎圣母院、卡西莫多、雨

果”为核心词取的微博原创内容进行情感分析，0值以上的
是正面情绪，负值均为负面情绪。在这段以文学作品为主的

集体记忆情绪中，根据知网情绪词典中提供的积极情绪词
以及消极情绪词统计后，正面情绪词与对未来的希望，对文
学作品的肯定，赞叹巴黎圣母院辉煌为主的表达方式进行联
系；负面情绪以文明摧毁的愤怒、巴黎圣母院不值一提，此

事件不值得遗憾、联想到其它事件而深感悲凉等为主产生联
系：由下图可见，在对于以雨果著作《巴黎圣母院》为核心展
开的文本分析中，以正面情绪的文本数量居多，正面情绪最
高达到23的情绪峰值，相反，以该话题下的集体记忆文本负
面情绪较少，负面情绪最低点仅为一8。对于该话题中的负面
情绪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体现上述内容中“联想到其它事件
而深感悲凉”这点上，根据访谈者周先生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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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文学记忆为主文字情感分析

巴黎圣母院的损毁的确是使人痛惜的，他代表了我从小看
雨果书长大以后对巴黎的向往，没有了这个景点或许我的梦也
就不完整了。但是可怕的是更多人忽略了那些战乱下摧毁的文
明，更有甚者提出向巴黎圣母院捐款，那么谁来重建大马士革
呢?谁来重建那些被枪炮摧毁的，比巴黎圣母院更古老珍贵的
文物呢?

除了“重建大马士革”这一联想点之外，关于近期日本

“京阿尼纵火案”也有相关受访者发表言论，访谈者陈女士
谈道：

我是一个文学迷和动漫迷，巴黎圣母院与京阿尼对我来
说都同等重要。在巴黎圣母院大火过后，仍然许多人未对火灾

引起重视这是让我非常气愤的，日本京都动画这么一个动漫文
化的重要点仍然还是造成了如此大的损失，我不想再听到相关
的大火吞噬更多我所喜欢的事物的消息了。

2．以“国耻”为主的集体记忆情感分析
为探究以回忆起“八国联军侵华火烧圆明园”为主的原

创微博情感值，特此将以关键词叠加的方式进行情感值计
算，得出图5的情感值，该记忆的正面情感词主要是以对人
类文明摧毁的遗憾，对灾后处理的认同为主产生联系，负面
情感则是偏向不予同情、法国应有的报应为主的极端消极

ONGNAN CHUANBO特别推荐—啭媒j松

情绪联系：对比图4可见两段记忆的情感值曲线和波峰都差
距极大，负面情感极大的占据了图表，且负面情感的峰值达
到一36。虽正负情绪交缠出现，正面情绪值较为平稳，负面
情绪的波动浮动较大，因此负面情绪主导了整个集体记忆的
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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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国耻”为主文字情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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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一)一个新闻两段记忆两种情绪一个未来
从此次巴黎圣母院大火事件的新闻传播途径来看，整个

媒体是层层嵌套层层包含的关系。传统媒介作为酝酿事件的
“温床”，最先进行报道的官方媒体为新华社快讯，其内容

仅是“新华社快讯：法国巴黎圣母院15日发生大火，警方和

消防人员已赶到现场。”紧接着《人民日报》进行转载并且中
央电视台每日6：OO开始的《朝闻天下》对此进行公开报道
之后，此次事件的发酵才逐渐转移至新媒体社交平台。媒介
与集体记忆的关系一直是在各位学者中探讨的一个核心，新
媒体对于集体记忆的书写已经在黄顺命、李红涛《在线集体
记忆的协作型书写》中进行了详细的探讨，但是新闻对于集
体记忆的激发和再书写仍然是现今研究的一个空缺。

关于巴黎圣母院大火事件，该研究是针对新浪微博展开
的研究。经由传统媒体发布的一条简短的新闻激发的是两段
围绕着中国人成长的集体记忆，一条是以雨果的文学作品形
成的《巴黎圣母院》展开，另外一条是以在历史教育中八国联
军侵华火烧圆明园展开，在两端集体记忆背后又代表着中国
的两种人群的存在，一种是以理性驱使的怀旧主义另一种是
感性驱使的爱国主义人群。第一种人群的情绪是以对这一象
征着巴黎的符号的怀念与自己还未来得及见上一面就被大火
吞噬的感伤形成的积极情绪，而第二种人群的情绪主线则是

以大火的幸灾乐祸与圆明园被八国联军摧毁而感伤形成的
消极情绪。在形成记忆的过程中每一个人的核心记忆点均不
同，一部分由于受到《巴黎圣母院》著作的影响较大，则“钟
楼怪人”与这座教堂便融合形成了巴黎符号代表。相反，另
一部分人群在受到历史教育的过程中，更注重因战乱而倒塌

的圆明园这一中国符号的代表，同理心的缔结使之对于这个
事件形成了极大的排斥与抵触。相比之下，在问卷调查中此
次“巴黎圣母院火灾”事件，有何感受时有95．6％的受访者
选择了“惋惜”，仅有8．33％选择了“风水轮流转”。所以中
国受众的历史“被害者”情节已逐渐淡化。更多的是呈现出
一种理性思考者的身份特征。这些差异即显示出了新闻对于

“情绪记忆”激发的未知性与不可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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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未来的联系在于2019年7月18日发生的京阿尼大火
事件，巴黎圣母院大火事件话题又再次出现在微博原创文字
中，网民根据两者“大火”的共性将两者联系起来，巴黎圣母

院再“大火”事件随着时间过去两种情绪淡化后，又与京阿
尼大火事件相联系，发展成以“防火”、“畏火”的主要核心
论点。

综上，一则新闻事件报道，是能够无意间激发受众的集
体记忆，并在激发过后再次改写集体记忆以对未来的某事件
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联系巴黎圣母院大火事件来看，同样
以消极情绪为主的议论中心也是围绕着“民族主义”，那么

媒体的社会嘹望哨职能再此就能发挥其监控制功能，为公众
舆论情绪设置安全值底线是一个必要之选，此次巴黎圣母
院大火事件未发展成一个大型舆论事件，那么这次事件的存
在就有必要被视作一次安全的“网络情绪事件”，当未来的
议题再次涉及相关的由集体记忆激发的“民族主义”时，巴黎
圣母院大火事件中的网民意见情绪值将可以为舆论监控、网
络平台管理提供有利的参考值。

(二)刻奇者的即时情感机理与类型
根据方付建的博士论文<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变研究>

中谈到，网民是构成各类网络舆情事件的基本作用者，”而
网民生存需求和发展需求是网络舆情形成的动力”。旧1而论

及此次网络“情绪性热点事件”而言，受众在生存需求与发
展需求上的渴望几乎淡化，更多倾向于情感表达。借此引用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刻奇”这一概念去概述此次事
件中受众的情感共性行为；“刻奇“是一种自媚更是一种感动
之下的感动，一方面它是对于自己认为某种感情观点的高度
认同的陶醉之感，另一种是对于某种正义、主流的强大意见
群体的无条件认同，在这样的情感作用下，无论是网络舆情
事件还是“情绪热点事件”背后，人人都是刻奇者。在物质生

活不断丰富的世态下，网民更多希望得到情感表达与认同。
相较之下，网民任然是构成各类公众舆情、热点事件的基础，
但是推动事件发展的动力已经逐渐变化。

研究显示，在此次事件中受众体现出了以下三种情绪动

机以推动事件发展，一是归属与团结，网络公共空间的广阔，
因事件相聚的人群会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团结感，并因为意见
的契合而形成“临时意见社群”；二是自信与进取，经由广阔
网络空间内形成“事件临时社群”将以归属团结感为基础进
一步争取意见的认可度以及自我存在感的确认。个体在媒介
平台上发送的内容而言，在其发送前与编辑文本时都会对自
己的言论极度自信，并且希望通过自己的文本而打动他人取
得共鸣，这是一种进取的体现；三是捍卫群体符号，公众平
台上的个体因为“集体记忆”中的重要符号而相聚，它的焚毁
也正会激发“集体团结感的人，格外尊重符号，并捍卫符号
以免受到局外人的轻视。”盯’因此，“集体记忆”下的符号的

保存或损毁直接关乎了事件的发展进程。
对于情绪出发点的认知同样也是在情绪分析中需要厘

清的一点，上述的第一点与第二点是每个网民在“网络公共
空间”需要得到的诉求点之一，就是“被认同”。当事件进展
到“捍卫群体符号”这一出发点时，就是矛盾开始持续升温

的警戒线，网民在捍卫的过程中会遇到僵持不下、持续捍卫
斗争或彼此和解，僵持与和解都是事件降温的一个转折点，
但是网民的持续捍卫斗争将有可能将事件上升到“舆论事
件”，关注网民对于事件的情绪出发点也是对于舆论监控必
要的一步，由此可见，“情绪性热点事件”的最初是满足受众
的情感认同需求，但发展到后期就将问题上升到生活实际需
求与符号需求上从而产生向“舆论事件”过渡的可能。

(三)新闻激发集体记忆、集体记忆反作用于新闻写作

在媒介功能说中强调媒介的社会职责所在；而协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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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强调，媒介作用在各类媒介事件中其不仅是信息的传播
者，更是意见的引导者。此次事件虽然未发展成波及面广的
舆论事件且“协调意见”意义并不大，但是其特别之处指出，
新闻是能够在报道事件同时激发受众的集体记忆，从而引起
极大的关注。因此值得思考的是，新闻在写作更具有社会意

义的题材时，是否能够找寻到能够激发“情绪记忆“的事件
切入?新闻业在持续跟进报道事件发展过程中，是否能在激
发集体记忆的同时共同书写历史?新闻媒体在协调大型舆论
事件时，是否能从集体记忆的角度去引导舆论的发展方向与
平息某种严重事态?

从此次事件中得到启发，新闻能够联系到受众脑中的
“情绪记忆”，当与实际报道相配合时将最大程度的受到关
注，因为记忆点的激发将是再次型塑和唤醒“集体记忆”的
时刻。因此新闻可以激发集体记忆的同时集体记忆也能反作
用与新闻写作，为新闻的传播带来更大更广的传播空间。在

这个传播媒介技术带来的一次又一次的”记忆潮“的同时，具
有更多权力的受传者也正在主导、消费着集体记忆，在此传
播环境下，记忆可以成为传播的资源、其激发的途径与规律
也急需更多的学者共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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