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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霖、陈一编写的《事实的魔方》导言部分首先简要回溯了叙事学到新叙事学的发展，阐明了对
新闻文本进行叙事研究的学理渊源。
导言的第三部分对国内外新闻叙事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梳理，同时指出，在西方对具体的文本分析、个
案研究和新闻文化批评中，叙事学的方法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我国，从叙事学角度研究新闻也已
经成为一种自觉，虽然作为一门学科，关于其性质和研究对象目前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导言的第三部分阐述了本书在方法上的基本原则和方向上的基本设定。

　　《事实的魔方》认为新叙事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是在对经典叙事学的继承中发展和丰富起来的，
而不是另起炉灶，更不是随心所欲，对叙事学基本概念的清楚把握，是对新闻进行叙事学研究的关键
所在。
本书第一至第四章即在具体的新闻文本分析中阐明叙事学基本概念及其运用的有效性。
第一章“谁在讲述新闻”，阐明新闻叙事者作为新闻，文本的语言活动主体不同于作者，坚持这一点
，有助于贯彻叙事学的分析方法，探寻新闻叙事中的语言和符号活动的规律。
第二章“视角与呈现”，论述叙事聚焦的安排和处理，关系到新闻呈现的事实信息的广度、深度和可
信度，关系到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原则在具体的语言和符号活动中如何得到落实。
第‘三章“时间l的诡计”阐述对新闻传播的叙事时间研究，不仅可以发现新闻在建构现实中如何追求
叙事的生动、连贯和合乎逻辑，而且可以洞见传播者的价值取向——通过时间的变形策略实现对核心
信息的凸现或遮蔽，强调或淡化。
第四章“声音的变奏”通过对新闻传播的叙事声音研究，发现和阐释新闻叙事如何在对多种“音调”
的竞争中取得权威地位，成为真相的合法解释者。

　　在以上基础上，本书尝试把叙事文本的分析与新闻话语实践分析结合起来，深入探寻新闻传播如
何从一种叙事(语言)行为转化成为一种话语(权力)实践的内在文化机制和规律。
本书第五章至第八章运用叙事学的原理和方法对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探讨。
第五章“新闻叙事的断点解析”对新闻报道中的叙事断点问题的研究，从叙事时间的分析着手，聚焦
于叙事断点的具体情况，揭示了新闻专业主义与新闻政策、新闻制度之间的龃龉、矛盾和博弈。
第六章“典型人物报道的叙事”一通过对典型报道模式的分析，将经典叙事学的分析框架与文化语境
联系起来，从而既为叙述模式问题的研究带来新的可能和新的发现，更为典型报道研究提供了学理资
源。
第七章“消息来源的叙事建构”，从叙事声音的角度切入，透视消息源进入新闻叙事文本的过程的叙
事机制是怎样的，揭示它如何实现了新闻的意义生产、舆论引导、立场暗示。
第八章“章子怡媒介形象的叙事分析”以新浪娱乐对章子怡的报道作为个案，将叙事学和女权主义的
观点结合起来，阐述在章子怡的媒介形象构建中的意识形态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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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描写　　公开叙述的最微弱声音存在于描写之中。
虽然新闻报道中的描写一般不太引人注意，它却是昭示叙述者存在的一种公开声音。
请看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千里风沙小站行》：　　“神泉”映朗月，远方的天际正在孕育着一次新
的日出⋯⋯　　红墙、绿树、碧水⋯⋯落日余辉下的夏普吐勒小站，俨然茫茫戈壁上的一幅图画。
　　翻过火焰山驱车80多公里，被称为“兰新线上的小布达拉宫”的夏普吐勒小站便出现在远方的地
平线上。
这个坐落在半山腰上的五等小站，总能早早地吸引人们的目光。
（节选）（《工人日报》2003.09.10）　　不管是景物描写还是人物描写，叙述者对场景的营造显示着
叙事声音的语调是欢快的、悲伤的还是平静的。
叙述者试图通过“视觉化”的描绘，赋予叙述以美学元素，继而借助共享的人类审美经验召唤着受述
者进入叙事声音的各种基调，以求达到“快乐着你（叙述者）的快乐，悲伤着你的悲伤”的叙述效果
。
人物描写勾勒出的视觉形象产生的亲切感也很容易被接受。
如《伊娃的礼物》（美联社记者海伦·奥尼尔）中：　　近80年的时间里，伊娃一直是在一个没有颜
色的世界里摸索。
如今她可以不用扶墙，在养老院灰黄色的走廊里自由穿行；可以身穿一件蓝色和金色相间的长裙洋洋
自得地旋转；可以兴奋地看着猫咪听到叫它的名字后懒洋洋地冲她转过身来；可以不时地向镜中偷瞄
上几眼，整理一下自己的头发。
　　叙事声音在成功的描写中公开但不突兀。
描写从人、物“细、小”的角度着手，运用形象的语言再现新闻场景，能使读者产生“入其境，见其
人”的感观体验，积极参与到文本交流的过程中来。
一般说来，通过描写，叙述者让受述者通过人物（或叙述者）的眼睛看世界，叙事声音提供了一个有
距离感的语境，这个距离把自然场面与人物行为结合起来，建构了一种“主题关联”，叙事声音由此
形成的张力会制造出审美认同和同情。
而描写失当会使得叙事声音变得夸张、聒噪，叙事声音也因过于外露而显得张扬甚至失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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