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瑟��驭不兰姨翅介
、

� 郑 昭

传统媒体的出路

—从纽约时报数字化专题报道 ��雪崩》 谈起

纽
约时报的数字化专题报道 《��

��

��且》 �《雪崩���
，

以全新的多媒体

报道方式 �交互式图片
、

采访视频 以及

知名滑雪者的传记等�大获成功
，

创造

了 �万�万浏览量
。

这个专题报道具有传

统媒体在网络上首发新闻
、

多媒体新闻
、

强调用户互动等几个特点
。

《雪崩 》 从本质上来说是网络新闻
，

只是由传统媒体策划
，

在网络发表后再

移植到印刷媒体上
。

有人认为
， 《雪崩 》

的报道模式
，

是传统媒体的出路
，

即将

传统媒体强大的采编力量
、

策划能力和

网络丰富的叙述手段 �图片
、

视频
、

音

乐等�以及良好的互动性相结合
，

以获

得受众瞩目
。

以往
，

传统媒体的网络化常见为电

子报
、

报网结合和手机报三种形式
。

三

种形式都是以传统媒体常见的叙事风格

来讲述故事
，

只不过把发布平台移到网

络
。

而 《雪崩 》 则是完全依靠网络技术

来结构的故事—超文本
、

超链接
、

海

量存储等网络基本技术特性展现无遗
。

《雪崩 》 的成功
，

是否意味着传统

媒体只有彻底地使用网络技术叙事
，

才

能谋取新出路�是否会有越来越多的传

统媒体抛弃纸质印刷
，

完全投人电子出

版的怀抱�

向
，

比如报道形式的改进
、

对传统媒体

公信力的探讨
、

商业模式的探讨等
。

笔

者以为
，

在诸多角度中
，

受众研究的角

度是一个基本角度
。

受众研究
，

往往建

立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
，

但本文作为一

种探索性研究
，

更偏向于定性的思考
，

所以本文采取定性研究方式
。

文中的调

查数据
，

如果没有特殊说明
，

均来自于

���工� 的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

定义界定

研究方法

传统媒体的出路研究
，

有很多方

一般来说
，

大众传播由职业工作者

通过媒体向社会公众公开
、

定期传播各

种信息
。

但网络传播从一开始就挑战大

众传播的模式
，

首先
，

传播者不一定是

职业工作者
，

像 ���
、

博客
、

微博等大

都是 由非职业工作者发布信息
�

其次
，

网络传播不受时间限制
，

可以与新闻同

步发生
�

第三
，

受众可能是不确定的公

关注调查性题材对 《全景》 来说是

一以贯之的
。

该栏目执行制片人安迪
·

贝

尔说
� “

调查性报道实际上是我们 《全景》

主要的节目内容
，

在过去的几年里
，

在

我们的节目当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 ”

当然这种坚守并非轻而易举
，

因为

调查性报道虽然影响巨大
，

是新闻记者

进行舆论监督最强有力的武器
，

但是这

种题材费时
、

费力
、

投人巨大
，

很多时

候调查者还要面临巨大危险
，

尤其在大

众传媒娱乐至上和新闻快餐化的今天
，

调查性报道更是 日渐衰微
，

很多媒体已

经逐渐放弃了这种报道方式
，

在这样的

媒体环境中
， 《全景 》 能够一如既往坚

守自己的调查栏目品质
，

显得更加难能

可贵
。

�
�

秉承公共利益至上原则

作为 ���的新闻旗舰栏目
， 《全景》

始终保持了不畏权势和公共利益至上的

高贵品格
，

当然这种品格是和该栏目重

在揭丑一脉相承的
。

���� 年
，

英阿马岛之战爆发
，

战争

期间
， 《全景 》 秉承客观

、

公正 的报道

原则
，

以中立者的身份真实报道战争进

程
，

它称
“

英国军队
”
而不是

“

我们的

军队
” �

在谢菲尔德驱逐舰被击沉
，

英

国政府不允许新闻界报道此事的情况

下
，

仍然以 《我们能否避免战争》 为题

详细公开事件过程
。

这一系列行为都令

英国政府尤其是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大

为光火
。

����年 �� 月 �� 日
， 《全景 》 又爆

出国际足联的黑金内幕
，

节目播出前
，

考虑到该节目可能影响到英国申办世界

杯
，

英格兰代表团曾经力图阻止该节目

的播出
，

但是没有成功
。

《全景》 的这一特点来源于 ���公

共广播电视机构的定位
，

它不隶属于任

何一个政府机构
，

也不受制于某个商业

企业
，

而是按照公用事业来组织
、

建立

的一种自治广播电视机构
，

其核心是维

护公共利益
，

促进民主和公民社会发展
，

避免大众媒体被政府
、

政党和商业机构

操纵
。

正是基于此
， 《全景 》 敢于和政

府以及其他大的权力集团
“

为敌
” ，

揭

露他们的腐败和丑闻
，

为公共利益服务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 《中外调

查性报道比较研究》 �编号
�
��以�����

最终成果一部分】

参考文献
�

① �一��
�

��
����

�

���
�

��
�

����
�������

�

������������������������������������
�

���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

��� �青年记者
·

DOI ：10．15997／j ．cnki ．qnjz．2013．24．026



国际媒介

众
，

也可能是经过挑选的人群—粉丝

或者关系圈
，

模糊了群体传播与大众传

播的界限
。

或许正 因为有如此多的不 同
， “

自

媒体
”

这个新词被引人
。

自媒体的发展历程

我们可以把网络新闻分为两种
�

一

种是与传统新闻生产相似的由专业新闻

网站或者门户网站生产的新闻产品
�

另

一种是 自媒体
，

由非职业人员生产的
，

与自身相关的新闻产品
。

很显然
，

前文所述 《雪崩 》 的欢呼

者们
，

是要把传统媒体改造为熟练运用

网络技术语言的专业新闻网站
�

而目的

是让传统媒体在 自媒体风生水起的时代

更好地生存
。

自媒体在中国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

三个阶段
，

第一个阶段
，

是 ���独领风

骚
，

但其对印刷媒体的冲击十分有限
，

它吸引人眼球的功能似乎更在于
“

爆

料
” ，

即谈论在传统媒体上不容易登载

的新闻
。

第二个阶段
，

是博客异军突起

后草根新闻的狂欢
，

但这种狂欢被很快

引向精英化的道路
，

普通人的博客少人

问津
。

第三个阶段
，

是微博的到来
，

最

多 ���个字的微博
，

拉近了精英和平民

的距离
。
���工�的数据显示

�

���� 年
，

论坛 ����的使用率是 ��
�

��
，

��
�

��

的人经常使用博客
� ���� 年

，

论坛 �

���使用率是 ��
�

万�
，

博客使用率是

��
�

��
，

微博使用率是 抖
�

��
。

我们不难发现
，

自媒体的发展有一

个明显趋势
，

就是削弱权威
。

传统媒体

和专业新闻网站或门户网站发布新闻都

须编辑审核
，

编辑与审核人员是相应的

权威者
，

对信息的发布有生杀予夺的权

利
�

在路线图之外
，

法律和政策环境构

成了更高层次的权威
，

职业生产者清楚

地知道
，

哪些信息可以刊登
，

哪些信息

必须选择时机刊登
，

哪些信息是冒犯权

威的
。

自媒体从 ���开始就试图突破

权威
，
���没有编辑

，

也更敢于报道那

些很难在传统媒体获得版面的信息
。

但

���仍然存在版主一职
，

被赋予删帖
、

给帖子加精
、

给版上普通成员加分等权

限
，

来树立相对的权威
。

博客时代
，

在

个人博客内
，

信息由发帖人和回帖人掌

控
，

由于发帖通常是长篇论述
，

而回帖

往往是只言片语
，

所以个人博客中的权

威
，

就是发帖人
。

当微博大行其道时
， “

织

围脖
”

的人和
“
围观者

”

地位更为平等
。

每个人可以阐述和表达的空间都被压缩

在 ���个字以内
，

进一步削弱了权威
。

权威的削弱
，

伴随着用户体验平等性的

增强
，

而更加平等的用户关系进一步改

善了互动性
。

同时
，

自媒体传播也往更加碎片化

的道路发展
。
���上

，

通常划分为几个

板块
，

每个板块有相对固定集中的话题
，

用共同的话题来聚拢受众
。

而博客虽然

没有相对固定的话题
，

但写博客的人可

以为自己的博客划分类型
。

微博则是完

全的碎片化
，

有可能前一条微博在感叹

美丽的春天
，

下一条微博则关注严峻的

食品安全问题
。

虽然也有一些微博
，

譬

如美食微博
，

力图打造一个专业话题来

聚拢受众
，

但由于微博无比庞杂的信息
，

这些话题很难脱颖而出
，

更容易被湮没
。

也就是媒体的放大效应
、

聚焦效应被无

形地削弱了
。

信息的去权威化
、

碎片化
，

带来了

更好的用户使用体验
，

增加了对用户的

吸引力
，

但也削弱了信息的影响力
。

一

个明星的微博粉丝可能超过百万
，

但其

影响力能超越一份都市报吗� 粉丝过

千万的微博现在也不少了
，

又有哪几个

可以夸 口影响力能与电视台比肩呢�

印刷媒体的发展道路

笔者以为
，

印刷媒体真正的竞争对

手不是 自媒体
，

仍然是门户网站和专业

新闻网站
。

而自媒体与印刷媒体有完全

不同的发展趋势
，

互补性或许更强于竞

争性
。

现阶段
，

许多党报
、

都市报都开

通了法人微博
。

比如人民 日报
，

截至今

年 �月 �� 日
，

在腾讯微博上拥有 ���

多万粉丝
，

在新浪微博上拥有 ��� 多万

粉丝
�

更为可喜的是
，

它采用了平易的
、

简短的语言
。

所以
，

问题回到了起点
，

传统媒体

是否要抛弃纸质印刷
，

像 《新闻周刊 》

一样
，

完全投人网络媒体的怀抱
，

用网

络独有的叙事方式来结构一个个类似

《雪崩 》 的故事
，

取决于受众是否会继

续选择印刷媒体
。

在网民的习惯中
，

从网络中获取信

息的重要性已经大大超过了印刷媒体
。

可以推测
，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

人成为网民
，

并且将网络作为获取信息

的首选工具
。

尽管网络媒体全面取代印

刷媒体需要时间
，

但传统媒体必须做好

转型的准备
。

未来的印刷媒体或许可以

作为一种小众化的存在
，

因为印刷媒体

仍然有独特的魅力—比如不用担心黑

客
、

病毒等原因造成信息被篡改
，

不用

担心因为机器没电而不能阅读等
。

但是

大众媒体最重要的存在基础是受众的选

择
。

如果受众选择网络作为首要的信息

来源渠道
，

那么印刷媒体的没落是显而

易见的
。

向网络媒体转型已经成为必然
。

业

界已经作了很多转型尝试
，

比如电子报
，

但由于用户体验不佳
，

电子报更像是一

个开放的媒体数据平台
�

又如
“

报网联

合
” ，

往往是报纸为主
，

网络为辅
，

由

于报社人事权
、

行政权等原因
，

旗下网

络很难在
“

报网联合
”

模式中获得与报

纸同等的地位
，

传统媒体难以转型
。

还

有一种正在尝试的模式
，

是
“

全媒体
” ，

往大了说
，

是在一个集团内
，

打通广电
、

报刊
、

新媒体等媒体的行业分割
，

重新

整合
�

往小了说
，

就是在媒体上
，

既有

音视频
，

又有图片
、

文字等
。

笔者以为
，

纽约时报 《雪崩 》 报道的成功
，

正是全

媒体报道的成功
。

它动用了报刊
、

广电
、

新媒体的优势
，

来集合打造这个专题报

道
。

或许对《雪崩》大加赞赏的人说得对
，

已经到了
“

以这类型的数字化报道模式

为起点
，

开创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

重新

定义新闻报道
”

的时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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