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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之页

推特中对于巴黎圣母院大火事件

的集体记忆与视觉修辞

□ 戚 婧

【摘 要】在巴黎圣母院大火这一事件中，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都进行了海量的报

道。通过分析推特中新闻媒体对巴黎圣母院大火事件的推文和图片，发现新闻媒体运用大

量新闻图片构建新闻聚像重温记忆，利用文化记忆唤起对巴黎圣母院的认同感，通过举行

纪念和颁奖仪式来保存对于巴黎圣母院的记忆，运用视觉修辞可以更好加强与重塑人们脑

海中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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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语

当地时间2019年4月15日18时50分左右，

法国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巴黎圣母院着火的

位置是在最上方的塔楼，很快，整座建筑都被

大火吞噬，塔楼的尖顶直接倒下。2019年4月

16日凌晨3时左右，媒体公布了巴黎圣母院大

火救援的情况，宣布大火已经被有效控制，扑

灭了部分着火处。国内外媒体对该事件进行了

连续的报道，并配有大量的图片、视频、动画

进行解释。人们对巴黎圣母院大火这一事件的

关注达到了高潮。

在图像传播时代，新闻媒体利用大量的图

片和短视频来进行信息的传播，重构了人们对

于巴黎圣母院的认知。因此，对于巴黎圣母院

大火这一事件，运用视觉修辞可以更为有效地

进行信息的传递。值得探讨的是，媒体如何塑

造人们脑海中的集体记忆，以及视觉修辞在塑

造集体记忆的时候发挥了什么作用。

一、视觉修辞与集体记忆

（一）集体记忆

最早提出“集体记忆”这一概念，并对该

概念进行进一步阐释的是法国学者莫里斯·哈

布瓦赫。集体记忆，又被叫做群体记忆。哈布

瓦赫将其定义为在特定的社会群体中，群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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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一起回忆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通过在特定的

社会群体中分享信息，并经历其特定社会成员

的讨论、协商，甚至对某些事情进行争论之

后，形成集体记忆。这些被分享和回忆的信息

会在该群体中形成共识。由此可见，信息的共

享是形成集体记忆的前提。

随后，哈布瓦赫在他的著作《论集体记

忆》中，更为详尽地阐述了集体记忆这一概

念。他认为集体记忆是被建构出来的，与真正

的历史事件可能会一致，也可能存在差别，是

人们通过记忆对历史进行的一个清晰而完整的

概述。对集体记忆的构建是以现在的意识形态

和社会背景为基础的，是在现在这一时刻回顾

历史，审视过去。伴随集体记忆这一概念，还

出现了个人记忆。集体记忆是相对某个特定的

群体而言的，与个人记忆不同，虽然群体是由

多个个人组成的，但是集体记忆的重点仍然是

群体。

哈布瓦赫指出，人们想要形成记忆，必须

要通过社会交往，在交往中对共享的信息不断

进行讨论和协商，从而对历史进行回顾，确定

历史信息。因此，个人的记忆往往是在群体中

形成的，单纯的个体记忆是很难形成的。此

外，为了加强或者巩固特定群体中的集体记

忆，其社会成员会定期举办一些纪念仪式，不

断地重复与再现历史，在此过程中，记忆与记

忆之间会进行碰撞，使得某些记忆被重塑。在

交往过程中，如果遇到与自己有共同经历或共

同看法的个体，脑海中的记忆会不断加强；与

之相反，若个体长期没有与相应的群体进行沟

通，脑海中的记忆会淡化，直至消失。因此，

要想将记忆持久有效地保存下去，特定群体之

间的成员必须要进行有效的交流。[1]

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

中，主要探究了社会群体是如何进行集体记

忆，以及个人记忆是如何转化为集体记忆的。

他认为，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这两种传播方

式，很难受到长期的话语实践的积累与影响，

也比文字这一传播方式更为简洁易懂，因此，

他们可以帮助特定群体更好地记忆，且记忆的

持久度也更为高效。[2]

（二）集体记忆与视觉修辞

查理斯·希尔和玛格丽特·赫尔默斯两位

学者认为，视觉修辞的核心命题是“图像如何

以修辞的方式作用于观看者”。换句话说，视

觉修辞的对象是关于视觉的文本，而不是单纯

的文字。[3] 视觉修辞是一种实践方法，它主要

是对视觉化的媒介文本、空间文本、事件文本

进行研究，得出视觉文本和视觉话语的使用规

律，从而对受众起到劝服、交流的作用。[4] 在

视觉维度上，存在“看”与“被看”的权力关

系。“看”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具有主观能动

性，可以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是符号

表征中最有意义的一个部分。因此，在视觉维

度上，现实世界的意义体系正在被一些物质符

号改变。

在西方修辞学中，认为视觉修辞的功能主

要有三种，从认识论的角度上对此进行划分，

分别是“劝服观”“认同观”和“生存观”。

“劝服观”强调的是劝服。在视觉修辞中，最

重要的功能就是视觉劝服，要运用视觉符号实

现生产劝服性的话语。视觉文化中，视觉传播

实践的过程会产生视觉修辞。通过视觉符号、

视觉形式去展示所处的世界，形成描述世界的

特定的符号和话语风格。在传播实践和信息交

流中，图像符号具有特殊的功能和意义，视觉

修辞想长期发展下去，要率先实现视觉劝服的

功能。“认同观”强调的是同一，要求不同的

主体对价值观念、信息进行传递的时候，能够

在图像的维度上进行沟通，例如借助图片、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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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漫画、动画等形式进行跨文化交流。对于

“看”与“被看”的关系，视觉认同主要是探

究如何合法合理地进行观看，以及现代社会为

何形成了一种图像化的生活方式。在媒介和传

播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视觉符号、视觉形式

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进行信息的传递，实现认

同。“生存观”强调的是修辞性，要求明确在

人们的生存过程中，图像起到了什么样的作

用，及其如何构建人们对于社会认知的元框架

系统。所谓元框架，就是解释框架的框架。特

定的框架会在人们的脑海中形成特定的理解模

式，而定义框架、知识框架、情感框架和价值

框架是话语实践中常用的结构。[5] 因此，探究

这些框架中图像的作用与功能，了解元框架的

阐释形式，明确其建立认知的方式，是解释视

觉修辞的重要环节。[6]

在传统媒体时代，人们的记忆更多地被精

英所书写；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进步，人们的

记忆也会随着科技的进步被重塑和赋予新的意

义。[7] 新媒体具有海量性、即时性、交互性，

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对特定群体中的集

体记忆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网络这一虚拟

空间中，身处不同时间、不同地区的人们能

够针对某一事件进行交流与沟通。微博、微

信、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的快速发

展，打破了虚拟与现实的界限，使受众的地

位不断提高，精英书写集体记忆的现象被打

破，人们进入了一个大众书写集体记忆的时

代。在图像、视频不断发展的今天，视觉修辞

在书写记忆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8] 具有

数百年历史的巴黎圣母院，全球受众都对其有

着深厚的记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将全球受

众的视线聚集于此，那么，新闻媒体的海量报

道如何通过视觉符号唤起并重构人们脑海中的

记忆呢？

二、研究设计

推特作为全球性的社交网站，能够跨越不

同国家地区、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文

化，让身处不同地区的人们对于特定的事件发

表自己的观点与态度，从而达成共识。这其实

就是形成集体记忆的过程，推特在该过程中为

特定群体提供了记忆场所，而人们在交流与争

论的过程中，展现了集体记忆是如何被建构出

来的。[9]

本研究采用的是内容分析法和个案分析

法。本文选择推特中的世界报lemonde、法新社

AgenceFrance-Presse、法国电台网franceinfo、

西班牙国家报ELPAIS、法国巴黎竞赛画报

ParisMatch等新闻媒体账号，针对它们关于巴

黎圣母院大火事件的推文进行分析，从而对于

巴黎圣母院大火这一事件中集体记忆的建构进

行完整的分析。之所以选择这几家新闻媒体的

推文作为分析对象，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

虑：一是权威性，上述几个新闻媒体均是世界

级的新闻媒体，具有较好的公信力，在推特上

有数以百万计的粉丝，信息传播范围广，用户

粘性强；二是作为顶级新闻媒体，它们的专业

素养很强，大多数是法国本土的新闻媒体，对

于巴黎圣母院的报道较为详尽和及时，多为原

创报道而非转载其他媒体的新闻报道，具有第

一手的资料性。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部分法

国的新闻媒体在推特上的推文是法语，因此在

文本分析时采用了Microsoft自带的法语翻译。

在推特中，以“ N o t r e - D a m e  d e 

Paris”“fire”为关键词针对巴黎圣母院大火

事件进行搜索，选择2019年4月15日至8月10

日的相关推文，共计有新闻类的推文308篇，

图片410张，媒体主题帖9个。剔除重复图片93

张，共计推文308篇，图片317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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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巴黎圣母院大火事件中的集体记忆与

视觉修辞

（一）运用大量新闻图片构建新闻聚像重

温记忆

新闻聚像是指在新闻报道中，新闻从业者

采用一些生动具体的形象，去展示新闻事件的

价值与意义，是对该新闻事件进行浓缩，着重

体现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画面，从而达到升华

新闻主题的作用。在新闻事件被报道之后，新

闻聚像仍能够发挥作用，影响受众对于事件的

态度与看法，甚至影响对该事件的后续报道。

巧妙运用新闻聚像，能够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

来，从而影响相关新闻事件的媒介记忆。

针对巴黎圣母院大火这一事件，推特上的

新闻媒体一开始都是简短的信息，将巴黎圣母

院大火这一新闻事件公布出来，并配有巴黎圣

母院在大火中的照片，让全世界的受众迅速知

道这一事件。随着事件的深入发展，关于巴黎

圣母院要不要重建、如何重建、重建的资金来

源以及大火造成的环境污染等问题进入人们关

注的视野，成为主要讨论的内容，热度超过了

巴黎圣母院大火这一事件本身，在各大媒体报

道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针对巴黎圣母院要不要重建、如何重建的

问题，不少新闻媒体开展了民意调查，利用推

特这一新媒体的互动性优势，让受众参与其

中，积极转载推文、点赞，并建立主题帖为受

众建立一个交流空间和记忆场所，让受众充分

发表对于巴黎圣母院是否重建、如何重建的看

法与态度。在进行充分的民意调查之后，这些

媒体对于巴黎圣母院的重建过程、政府的态

度、重建资金的来源和分配进行长期的新闻报

道，满足了受众对于信息的知情权。

因为推特对于每条推文140个字符的限制，

所以新闻媒体都用最简短的话语将巴黎圣母院最

新进展的重要消息发布出来，并配有超文本的链

接，链接到自己的新闻门户网站，进行深度报

道。又由于进入图像时代，推特上的新闻媒体对

巴黎圣母院的相关报道总会配上新闻图片或者是

60秒以内的短视频，通过具有标志性的图片展

示巴黎圣母院这一事件的发展进程，以及发布

政治人物的相关言论，形成对巴黎圣母院大火

这一事件的新闻聚像（如图1、图2）。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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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大量关于巴黎圣母院大火的新闻图片

和新闻短视频形成的新闻聚像，延长了该新闻

的生命周期。新闻聚像的关注点是现在这个时

间段，本质上是对新闻事件进行高度概括[10]，

但是通过对巴黎圣母院风风雨雨几个世纪的辉

煌历史的回顾，把火灾之前的美景与灾后的图

片进行对比，展示航拍版被大火烧过的巴黎圣

母院，极力渲染当地人民悲痛的心情，将巴黎

圣母院比喻成“巴黎夫人”“整个国家的情

感”，诉诸人们对于巴黎圣母院的既有记忆和

相关的情感记忆，让人们对于巴黎圣母院被大

火烧过备感痛惜。

（二）利用文化记忆唤起认同感

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文化环境，对于脑

海中的记忆内容和记忆形式会产生影响。文化

记忆是指在人们所处环境中的全部知识的总

和，并一代代地传承下去，在特定的群体中，

这些知识会为该群体中的人们提供经验，指导

他们的生活。文化记忆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

形成的，具有组织性和仪式性。

人们对于巴黎圣母院的记忆，除了绝美的

哥特式建筑之外，就是法国文学家维克多·雨

果于183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讲述的是法国15世纪的故事，

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克罗德是一个表面正直，

但内心肮脏的人，在他谋害吉卜赛女郎埃斯梅

拉达时，长相丑陋但是善良的巴黎圣母院敲钟

人卡西莫多却救了埃斯梅拉达。小说用了讽刺

的手法，大胆宣扬人道主义精神，揭露了当时

宗教的黑暗与虚伪，赞扬了普通劳动人民善良

与勇敢。[11] 这部小说曾多次被改编成电影、电

视剧及音乐剧。此外，诸如1956年版电影《巴

黎圣母院》、文艺爱情片《爱在黄昏日落时》

以及经典电影《巴黎假期》《午夜巴黎》《天

使爱美丽》等，其中都对巴黎圣母院进行过描

绘，塑造了人们对于巴黎圣母院的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和认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集

体记忆的构建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于特

定群体中的个人而言，集体记忆为他们构建了

意义情景，帮助他们认识世界，并为他们的后

代奠定了认同的基础。对于特定群体而言，集

体记忆可以帮助他们确认自己的身份，与不同

的群体进行区别，形成对本群体的认同。个人

记忆与集体记忆相互关联，并对这些信息进行

共享和讨论。

社会认同是指个体认识到自己处在一个特

定的群体中，并且接受群体成员形成的统一的

价值观念。社会认同对于保证群体的凝聚力具

有重要作用，要求个体对于信仰和情感进行共

享。[12] 社会认同的核心是价值认同。价值认同

是生活在特定群体中的个人，在进行社会交往

的过程中，因为追求共同的理想信念，对于某

些价值进行共享并认可，形成共同的价值观。
[13] 个人也拥有自己的记忆，但是生活在特定群

体中的个体，他们脑海中的记忆会受到特定社

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影响。面对与自己不同的

环境或者不一致的生活方式时，个体会寻找

有相同点的个体形成群体，并对这个群体产

生归属感，认同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促

使归属感慢慢演化为同属感。因此，对于集

体的认同是人们经过反思后，形成的社会归

属性。[14] 对于巴黎圣母院，不管是各个国家、

还是民族、个人，都可以通过推特表达自己的

观点和态度，把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连接在一

起。[15]因此，不管是专业的新闻媒体，还是普

通的个人，都可以在推特上发布对巴黎圣母院

的美好记忆，抑或对其遭遇不幸的悼念。

集体记忆的形成经历过一个漫长的过程，

很难被随意修改或删减，但是，集体记忆并不

是一成不变的，它会伴随时代的发展进行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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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也会对于之前的记忆有所保留，使记忆

得以延续发展。[16] 文化记忆是相对固定的，其

形成过程人们可以进行考究。因为图片优先效

应，所以运用图片、视频比运用文字更能够精

准、全面、立体形象地帮助人们形成记忆。[17]

因此，巴黎圣母院作为教堂，其灾后展示的十

字架、进行的弥撒活动、市民齐唱《圣玛丽圣

母》等，都是利用文化记忆来塑造人们对于巴

黎圣母院的集体记忆。

（三）通过举行仪式来保存记忆

集体记忆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它必然

受到定义框架、知识框架、情感框架和价值框

架等框架的影响，与一些记忆场所进行关联，

产生共鸣。集体记忆的时间维度与纪念语境相

对应，集体记忆的空间维度与记忆场所相对

应。[18] 虽然个人也拥有记忆，但是这些记忆是

在特定群体的影响下形成的，因此不能简单地

认为个体记忆和个体记忆的相加就会形成集体

记忆。对于集体记忆的建构，一般会采用具有

时代意义的原型或者意象，这些原型或者意象

与该社会的主流思想保持一致，而其所用的框

架，会将这些个体记忆进行融合与加强，形成

长期稳定的集体记忆。[19]

为了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在新闻报道

中，新闻记者会构建一种历史叙事的语境，讲

述新闻故事。[20] 推特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互动

性、超文本、可视化等特点，在短时间内利

用图片、视频、漫画、动画等多媒体手段，

将巴黎圣母院的火势情况、发生的时间线、

财产的损失程度等揭示出来。通过可视化元

素，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巴黎圣母院大火事件

的前因后果。此外，将此次火灾与之前的巴

西国家博物馆大火事件，以及几乎同时爆发

的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的火灾事件等进行

类比，提供简略的解释和应当汲取的经验或

教训，使悲剧不再重演。

为了让特定群体中的个体进行有效交流与

沟通，他们通常会采用仪式作为群体活动。通

过举办特定的象征活动与典礼活动，纪念特

殊的历史事件，或者探讨自身所处的社会环

境与文化环境发生的变化。仪式是在特定群

体长期的发展进步中形成的，具有稳定性、

表演性、象征性。与传统的纪念仪式不同，

推特上的纪念仪式是虚拟形式的，但这并不

影响对集体记忆的建构。当人们对于特定事

件形成共识，就可以在这一记忆场所中进行形

式多样的仪式表演，通过丰富的视觉符号进行

文化的交流与共享。[21]

不管是何种形式的仪式，归根结底都是一

种形式化的语言，具有强烈的操演性质。但与

其他仪式不同的是，在纪念仪式中，有着群体

成员都认同的明确的人物和事件，有利于形成

稳定的集体记忆。[22] 仪式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

仪式中，还能够渗透到仪式参与者生活的方方

面面，将仪式所想要传达的价值和意义延续下

去。[23] 对于巴黎圣母院大火事件的纪念仪式，

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对于巴黎圣母院教堂本

身被毁的纪念仪式，有在被毁的教堂中放置十

字架进行祈祷，也有在教堂中举行弥撒进行纪

念，还有不少法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人们通过推

特这一纪念平台发表自己对于巴黎圣母院被毁

的悲痛心情，以此来纪念人们心目中美好的巴

黎圣母院；另一种是对扑灭巴黎圣母院大火的

消防队员的致敬，例如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爱丽

舍宫举办感谢仪式向消防员表示敬意，巴黎市

政厅18日晚也举行了一个感谢仪式。

结 语

在现代社会中，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使

得记忆的书写者由精英变成大众，而且加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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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记忆的书写。利用互联网的交互性、便捷

性、即时性等优势，新媒体可以快速地生产出

海量的文本、图像、视频，人们可以更加便捷

地交流与争论，并为举行仪式提供象征舞台。

媒体的记忆实践在话语实践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某种意义上，媒体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一

个书写集体记忆的场所，通过社交媒介，人们

可以知道信息、进行交流与争论、举行仪式，

从而加强或重塑集体记忆。此外，视觉修辞在

书写集体记忆的过程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

位，通过对于特定历史事件的回顾，人们可以

在新闻聚像中重温记忆，在文化认同中唤起记

忆，在纪念仪式中保存记忆。[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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