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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语言的研究范式及其思考
翁玉莲*

［摘 要］ 传统以“工具”定位的新闻语言研究，从语言运用、表达效果、辞格使用诸方面

对新闻语言进行分析，而新闻语言的本体研究又是以静态的形式描写为主，这些研究都无法对

新闻语体的识别性因素作确认，新闻语言的研究方向应当是功能的、系统的，具有语言研究自

觉的。

［关键词］ 新闻语言; 语用修辞; 静态描写;系统功能

新闻语体因其特殊的语用功能，即长时间作为宣传工具而存在，对其语言的研究，也因之而

长时间地笼罩在工具论的氛围之中。对其语言层面的关注，也就更多地停留在操作技巧、修辞

表达层面，真正地针对新闻语言本体研究的也就相对见弱了。

索绪尔把语言现象划分为语言( language) 层面和言语( parole) 层面; 言语可以认为是显性

的表达层面，而语言则是深层的结构和规约。长期以来，我国的新闻语言研究大多偏重于对表

达层面即“言语意义”“言语功能”的描述与把握，而对语言本体的“语言意义”“语言功能”则关

注得尚为不够。

遍及各个领域的语言转向( Linguistic turn) 引发了新闻语言工具论的思考。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发生的语言转向，意味着哲学进入了“分析时代”，即: 从研究“认识如何可能”转为关注

“语言表达如何可能”。语言的本体论，要探讨的是语言中的普在现象，即有“什么东西存在”或

“什么是实在的基本存在形式”［1］。在新闻语言研究中，这个转向远远落后于其他领域中对语

言的本体思考。1985 年文学语言的转向开始［2］，不久，开始了新闻话语的语言学反思，从对新

闻话语的运用经验集成开始，转而用语言学目光对新闻语言进行审视［3］。

从 1986 年“提高新闻语言的水平”( 《新闻业务》1986 ) 的提出到 1989 年人大蓝鸿文教授

“建立新闻语言学”的倡言［4］，显示出业界和学术界对“新闻语言学”意识的明醒与警觉，也显示

* 翁玉莲: 语言学博士，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新闻语言及传播文化研究。本文
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新闻话语的功能语法研究”资助( 编号 10YJAZH0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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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这一领域在“实际存在”与“应该存在”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

遍及中国学术界的语言转向已然落后于世界，而新闻语言的研究更是整个语言转向时期的

迟来者，同时，这个转型期也进展得格外漫长———迄今仍在继续。这种迟缓与漫长既是新闻语

言自身发育不良使然，更指示着在新闻语言研究当中存在着方向性和定位的迷失，也就是新闻

语言研究的方向何在、应作何定位———这一本质性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本文的研究与反

思既是对 20 年来新闻语言的成长过程及经验积淀作回顾与总结，更重要的是，对其缺失进行反

思与提醒，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促其明晰定位，回归本位。

一、语言转型时期新闻语言研究的收获

大范围的语言转型，对新闻语言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所促动，体现在:

( 一) 标题话语“新闻语言”的语词提示，昭示着业界对“语言转型”的回应
语言转型拉动下的“新闻语言”意识，首先体现于标题语言中对“新闻语言”字样的偏好与

选择。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的新闻语言研究呈现出一定的规模，如邹家福《试论新闻语言的跳跃

和跨度》( 《新闻传播》1987) ;陈家根《浅谈新闻语言的简练朴实和清新活泼》( 《新闻通讯》1987

年第 4 期) ;李良荣《关于当前新闻语言的几个问题》( 《语文导报》1987 年第 3、4 期) ; 张志新

《新闻语言应简练》( 《新疆新闻界》1993 年第 3 期) ;《新闻语言宜通俗》( 《新闻出版报》1993 年

第 7 期) ;《新闻语言宜具体》( 《新闻知识》1992 年第 9 期) ;《新闻语言务求“准”》( 《新闻研究》

1992 年第 3 期) ;张郁《新闻语言美感漫议》( 《新疆新闻界》1991 年第 6 期) ，张立国《新闻语言

要新要活》( 《新闻知识》1991 年第 9 期) 。

标题的语用特殊性，在于其浓缩和指证着文本的宏观语义，从上例的标题中即可看出，其关

注的重点仍在于新闻语言的表达层面，工具论的色彩依然浓厚，为内容服务仍然是新闻语言的

要义和使命，这种意识左右下的新闻语言研究注定也是追求实用的，即仍然以“工具”定位。

由此也可以看出，新闻语言研究的发端即呈现出一定程度上与汉语研究传统与成规的一脉

相承，即务“实”不务“虚”，重功力而轻理解( 《国学季刊》发刊词，1923) 。

以“工具”定位的新闻语言研究，多是从语言运用、表达效果、辞格使用诸方面，对新闻语言

进行分析，往往分析与赏析紧密相随甚或偏于赏析，其语言学的痕迹并不明显。但是从这些文

章的标题当中已经可以看出语言转向的端倪，人们已经在自觉不自觉地成批量地生产、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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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语言”，这意味着“新闻语言”的概念意识已经为业内人士所接受，并且开始有意识地在突

出、运用，以配合语言转型的大潮。

类似的还有针对专人专文专题的研究，如:《论〈文汇报〉新闻语言的民族性》( 周文定《吉安

师专学报》1989 年 4 期) 、《毛泽东的语言风格与广播电视新闻语言》( 鹿敏《中国广播电视学

刊》1994 年 1 期) 、《毛泽东新闻评论语言特色管窥》( 马淑清《写作》1997 年 4 期) 等。

诸如此类的偏于赏析的新闻语言研究尽管十分重要，但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理论工作，赏析

活动与一般读者的反应密切融合，往往是从接受者的立场来评判作品得失，而对进行这类评判

的根据与前提并不深入探讨。理论活动应与直观感受保持距离，它不仅是以系统的和反省的方

式来进行检讨，而且往往以整个新闻类或亚类为研究对象。

( 二) 汉语标题语言研究辐射并引发了一定规模的新闻标题语言研究
对新闻标题语言的关注，可以说是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在汉语标题语言的研究带动下展开

的。尹世超( 1991、1992、1993) 的系列标题语言研究，对新闻标题多有涉猎。新闻标题语言的语

用特殊性，逐渐成为了新闻语言研究中的热门。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标题，其观察视角是多维的:

从语法结构角度出发的，如:根据篇名的语法功能，尹世超( 1991 ) 把篇名分为可识别标题

和不可识别标题;严奠烽《议论文标题类型及其构思特点》( 《语言教学与研究》1997 年第 9 期)

根据议论文篇名的构成，把篇名分为主谓式篇名、联合式篇名、偏正式篇名和支配式篇名。

从语法和语用相结合来分析新闻标题语言的，如晓红《新闻标题的语法结构和语用价值》

( 《新闻与写作》1997 年第 9 期) ，按语法结构和语用价值，把新闻篇名分为一般结构类、词标结

构类、点标结构类和公式结构类等四类。

从语义、语用相结合来对新闻标题语言进行识别的，如根据篇名的内部构成，尹世超

( 1991) 把标题分为有标记标题和无标记标题。

更多的是从语用功能的角度来思考的，尹世超《报道性标题与称名性标题》( 《语言教学与

研究》1995 年第 2 期) 认为，报道性标题是指报道性强、称名性弱的标题，这种篇名本身便可以

向人们提供一条消息使人“一目了然”，回答“谁、什么、怎么样”的问题，这类标题多用于新闻语

体，尤其以消息居多。

根据篇名的内容，丁允玲《议论文标题试析》( 《山东师大学报》1991 年第 4 期) 把议论文的

篇名分为三类: 中心论点式标题、话题式标题、说明式标题，在各大类内部按篇名的内部结构和

表达形式的特点再分若干小类。范军《标题艺术与文摘意识》( 《编辑之友》1993 年第 4 期) 根

据篇名对论文内容的体现，把篇名分为与论题一致的标题、以问句为标题、以论域为标题、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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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法的标题和否定成说或定论的标题等五类。

刘云系列的标题篇章化研究( 2001、2003、2004) 则进一步扩大、加深了标题语言研究的视阈

和方法。

新闻标题作为标题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标题语言的研究而具备了语言学的意味:

其间贯穿着语法、语义、语用多角度的观察与解析。可以说，标题语言研究的浪潮惠及了新闻标

题语言的研究，并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新闻标题语言研究的繁荣。

( 三) 静态描写本体论成为了新闻语言研究方法的主流
如果说，以上两种新闻语言研究，语言学意味在渐趋加深的话;那么，更具系统也更具语言

学特点的新闻语言研究，当属描写语言学的引进与运用。

在描写语言学占领新闻语言研究阵地之前，静态的研究方法，即从史料的角度开始了对新

闻语体进行返观及追述。李良荣《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 1983) ，从文体发展史的角度作史

料整理，以文体的发展为线索，旨在对新闻语体的历史发展作描述与追踪。

静态的描写研究方法，还致力于对新闻语言的运用状况进行检阅，描写新闻语言如何体现

了汉语的语法常态，如孙也平《新闻应用语法》( 1990) 。

这两种研究方法，前者主要是从语言流变、语体发展的角度涉及新闻语言，而后者主要反映

的是新闻语言运用过程中所呈现的汉语语法的共性规律。

与之类似的，静态的描写方法还体现在数理统计方法的运用。90 年代末，香港理工大学中

国语文教学中心的陈瑞端女士，在《略论应用语体研究———兼论新闻写作的语体特色》一文中

从词语———地区词、古语词、专门术语，句型———单句、复句、长句、短句等，句类———陈述句、祈

使句、疑问句、感叹句三个方面，对时事、财经和体育新闻语言作了对比统计研究。

沈益洪用统计用词频率来区别体裁风格，结果是“的”在政论体中，使用频率最高，占 5．

3%，而新闻体和文艺体“了”的频率居第三［5］。

真正用结构静态的描写方法针对新闻语言本体的专向研究，当属段业辉的《新闻语言学》

( 1999) 。它运用传统的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从词汇、语法、句式、修辞等多方面入手，对新闻

语言及所属门类作相应的形式描写。但其政论语体识别性并不强。

二、语言转型过程中新闻语言研究的缺失

新闻语言研究在语言转型过程中一直没有完成突变，转型过程中的亦步亦趋，其原因可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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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如下:

( 一) 新闻语言工具论的话语霸权
新闻语言研究长期笼罩在语言工具论的氛围之中，更多地停留在对语言实用的追求，忽略

了对本体内容的追究，弱化了对新闻语言“普在现象”的求证。这一点可突出体现在对新闻评

论的本质及特征的认识上。按照出版年代的先后，我们将高等教材中相关新闻评论的表述排列

如下:

“新闻评论的主要特点为:鲜明的政治性、强烈的新闻性、广泛的群众性和严格的科学性”

( 秦珪、胡文龙:《新闻评论学》，1987 年) 。

“新闻评论是一种具有新闻性、政治性和群众性等显著特征的评论文章”，“离开了新闻性、

政治性和群众性，都不成其为新闻评论”( 范荣康:《新闻评论学》，1988 年) 。

这些观点长期把持着话语主流讲坛，而且影响久远，直至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仍有相当的

话语权，如:“新闻评论的特性突出表现在新闻性、政治性和群众性三个方面”( 胡文龙《现代新

闻评论学》，1997 年) 。

“新闻评论本身的特点主要是: 一、强烈的新闻性; 二、鲜明的政治性; 三、广泛的群众性”

( 王兴华《新闻评论学》，1998 年) 。

“新闻评论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新闻性、政治性和群众性”( 吴庚振《新闻评论

学通论》，2001 年) 。

从这些提法的视角延续及意义的大同小异上，可以看出，对新闻评论的研究包括对新闻语

言的研究，是沿袭着这样的轨迹，即:从实践出发、总结实践经验、更好地指导实践。新闻语言研

究仍然被功能实现的工具观所左右，而非转向为语言研究的目的本身。

实用功能观的话语霸权，势必会影响新闻语言的研究层面和研究方法，追求速成的实用效

果，冲淡了对新闻语言研究的理论思考及学科方向的定位与把握。

工具论统率下的“新闻语言”研究，大方向上应当是“新闻言语”的研究，这个“语言”泛指

“表达方式”，更确切地说，泛指造成各种新闻表现效果的技术性手段，如文章结构、词语搭配、

修辞技巧等，具有明显的实用性。可以说，新闻语言的研究，还缺乏纯理论水平上对新闻表达面

( 不是造成这个表达面的技术条件) 进行语言学的严格分析。

( 二) 新闻语言学的研究缺乏学科整合的前提与平台
新闻语言研究不缺乏整合的经验，但是这种综合的思维方式给新闻语言研究带来了巨大的

后遗症。关于差异和等同，索绪尔认为“在语言中只有差异，没有可以正面肯定的东西”; 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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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认为，“只是在差异的实现和定位中，同一的聚集性质才得以显现”，同一“把不同的东西聚

集到一个始源性的同一之在( being-at-one) ”中，却并不把每一事物纳入到“纯粹一致性的沉闷

统一”之中［6］。在新闻语言内部，对次语体的分化和离析，也即在求得差异性上，还做得远远不

够。把新闻语类作为一个综合体来考虑，淡化了内部所属门类的个性和差异，其共性提炼的准

确性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削弱。

这是传统的形式描写落实在新闻语言研究中所存在的不足，或者说，是结构主义在新闻语

言研究中的中国化———至少在求得差异的理念上，新闻语言研究还不是彻底的结构主义。

陆俭明先生( 1999 年) 在为段业辉《新闻语言学》作序中，指出了在新闻语言研究中存在的

问题与不足:

“无论是消息语言、通讯语言、评论语言，也无论是‘标题’‘导语’和‘主体’‘结尾’，怎么根

据不同的内容，在用词、语法、修辞上作选择。

……同为“标题”……同为“导语”，或者同为“结尾”，消息语言、通讯语言、评论语言在用

词、语法、修辞上有何异同;

消息语言的标题要‘精心选用动词’，评论语言的标题也要‘大量用动词’，那么，二者是否

有所不同……”［7］

陆俭明先生一语中的地道出了新闻语言研究的困窘及问题所在，即用传统的静态的结构分

析方法，带来了新闻语体的个性和特征不明，新闻语体内部的各语体的本质属性———语言特点、

功能特点等等重要因素无法厘清。

缺乏个性与识别的共性提炼，对新闻语言研究的负面影响颇大: 新闻语言要么作为边缘学

科，遵从主流研究的捎带而遭遇旁敲侧击，比如，对新闻标题语言的研究;要么整个地消融在新

闻语言类的大容器中，不分彼此地被综合归纳;要么只追求表象的意义、表达，对其存在的根本

却不闻不问。

缺乏个性的指向与界定，新闻语言研究导致了: 研究面向的离散、研究方法的迟滞、研究理

论的偏向。整个的新闻语言研究缺乏学科整合的合力，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支撑，缺乏体系化的

关照，缺乏识别性的界定。这些决定了新闻语言必然具有附庸性，学科的独立和自觉意识还远

未被唤醒，尚处在游离与散漫状态。

正是这样的语言研究语境，导致新闻语言的研究呈现出了时代的“快餐”性，在新闻语言的

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上，体现为写作学、语体学和修辞学的研究取向，其研究状态呈现为:支离

的而非系统的，实用的而非理论的，内容的而非形式的，描写的而非功能的，文本后功能的而非

文本功能的，总之，是脱离了语言本体的，是缺乏解释力的。在追求实用的语言工具观左右下的

新闻语言研究，导致了一个最不实用的直接后果，就是新闻语体区别性因素的无从指认，次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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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的标志性因素的无从确立。这是近 20 年的新闻语言研究导致的致命伤，但在实用大潮下，

却又往往为人们视而不见，避而不谈。

三、新闻语言研究归向:规律与差异

修辞学、写作学及结构描述所进行的新闻语言研究由于缺乏对研究理念、研究定位、研究面

向、研究方法的整体返观与全面思考，带来了新闻语言研究的困窘，无法回答新闻语体的本质特

征、次语体之间的关联、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这样一些颇具语言哲学意义的

求在问题。正是这些构成新闻语言存在的常识与关键性的因素，往往被忽略;脱离了本体的一

味的对表面操作技巧和形式表达的追求与发展，注定了这个学科发展的局限与跛足，这也就导

致了在语言研究领域，新闻语言的研究是非常薄弱的。

传统的新闻语言本体研究，更多地关注新闻语言的存在共性，即寻求词汇层面、语法层面、

修辞层面的共性描述，这种研究方法最可贵的借鉴是，提供了相应的形式描写，而最致命的弱点

是，对这种存在的形式无从解释，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新闻语言家族中次语体之间的界限无从

区分。

既然传统的描写方法无法离析出新闻语体的识别性因素，新闻语言的研究则不啻使用动态

的功能解释的方法。解释的目的是为了求在，是为了寻找新闻话语样态中的差异，以求得对家

族成员的识别与指认。

作为话语实践的新闻语言，其本身即为言语动机制导下的言语行为，因为“语言的包装和

安排根本就是出于社会因素的考虑的，说话人的语言知识无异于说话人的语言行为”。［8］语词

的意义存在于表述，或曰是表述赋予语词以意义。表述的过程就是选择的过程，是语用功能制

约下的语义的选择、语法的实现，如此，则表述的过程也必定是动态的系列生成过程，是语用、语

义、语法的合力结晶。也因此，对其研究也应当是动态的、功能的、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如此，

则势必要冲破静态的理论规约，寻找语言解释的合力，并对其作出动态的把握。

新闻语言是针对新闻事实所展开的话语实践，而新闻语言研究展开的基础，也应当是作为

话语实践的文本样态，这应当是新闻语言研究的着力点与归向。同样是对本体的关注，但研究

理念、研究面向、研究方法必须转向动态的、解释的、系统功能的视角。

功能解释的基础和平台是新闻语言的话语样态，即解释是以描写为前提，是建立在新闻语

言共性研究的基础之上的，是对共性的语言现象、语法形式作出功能的、个性的解释。言语动

机、语用功能的差异作为制导因素，势必会影响到语言系统的选择与表述的偏离，而语言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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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表述的偏离，既贯穿着功能的差异，也会在表述的偏好与取向上呈现出规律性的言语体

裁特点，而这些正是语体存在的个性与差异所在。

规律性兼有同质与封闭性，规律的倾向形成了语体的归向，划定了语体行为的范式，这种规

律或共性，也正是语体的识别性或标志性因素。根据家族相似性原理，家族成员的相似具有部

分相互交融的共同点，差异才是构成家族成员的独立与个性所在。在求得差异性上，功能的观

点与结构主义的观点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区别在于前者承认对立，但也同时承认在对立的管

界内存在着规律与共通，而后者则把对立强调至极致。

寻求对立，条理规律也正是新闻语言研究中贯彻与把握功能理论的核心。因为规律是形成

语体的内部合力，对立则是语体之间的识别与界定，是合力的异质化表现。对立以规律为基础，

同时又为其划定范式与管界。

新闻语言研究的本体色彩，即在于划分出新闻语言内部的同质性因素与异质性因素，也即

此在与彼在，共通与对立，规律与差异。这是新闻语言存在的根本，也是新闻语言研究关怀的终

极，否则，脱离了本体的新闻语言研究，无异于空中楼阁，注定了研究面向的游离与研究价值的

短暂。

［注释］
［1］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2］谭学纯:《再思考: 语言转向背景下的中国文学语言研究》，文艺研究 2006 年第 6 期。

［3］《提高新闻语言的水平》，吕叔湘等语言学家在本刊座谈会上的发言，《新闻业务》1986 年第 3 期。

［4］篮鸿文:《把建立“新闻语言学”提到研究日程》，《新闻与写作》1989 年第 3 期。

［5］竺家宁:《语言风格学之观念与方法》，《扬州大学学报》2003 年第 3 期。

［6］Martin Heidegger，“…Poetically Man Dwells…”，in Poetry ，Language，Thought，trans． Albert Hofstdat-

er( New York: Harper ＆ Row，1975) ，p． 218。

［7］段业辉:《新闻语言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8］张伯江:《功能语法与汉语研究》，载刘丹青主编: 《语言学前沿与汉语研究》，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

社 200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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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民族志:在解释中探寻可能之规律
———传播民族志方法新探

马 锋*

［摘 要］ 本文以传统民族志“移植”至中国之不足———忽视历史和政治为逻辑起点，尝

试探索传播民族志克服这一缺陷的具体路径，并提出了整合社会结构及“地方性知识”的研究

进路: 在事件网络的多点民族志研究中，将此社区同彼社区有机联系起来，在比较中探寻具有普

遍解释力的传播规律。要言之，传播民族志不能内容超然，更不能超然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

社区传播历史和世界体系之外。

［关键词］ 传播民族志;传播记忆;社会结构; 权力关系;普遍解释力

近年来，有关传播民族志研究方法的讨论渐趋“热闹”，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学者们所宣

称的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1］，在这一“转向”的影响下，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学科都开始

“发现”文化人类学，传播学自不甘落后。一些研究者据此认为，传播学走向文化人类学已是趋

势［2］，而民族志是文化人类学的“基石”，由此，“民族志传播学”的呼声亦此起彼伏［3］。在相关

研究中，研究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在表述中首先由将量化研究方法置于“敌方”位置，然后再展开

民族志的“光明”前景。笔者甚感困惑: 作为质化研究方法的民族志是社会科学诠释典范的代

表性方法［4］，但无论哪种典范只是理解社会的一种视角，或者可以形象地称之为是观察社会的

一扇“窗户”［5］，然而每个房子可能都会有好几扇窗户，面南、面北的窗户观察到的景象可能绝

然不同，何以透过民族志这一“窗户”观察到的景象就一定为“真”? 因此，我们似乎无须在写作

时非得要先为民族志树立一个方法上的“敌人”，同时也无须对民族志的不足蜻蜓点水以证明

自己的正确。言至此，本文的着力点就不言自明了: 不再就民族志的“正确”去“重复建设”，本

着追问和反思的精神，着力于民族志的不足，尤其是当这种不足遭遇中国国情时的尴尬，并不惴

浅陋，尝试提出解决传播民族志与中国困境的可能路径。

* 马锋: 新闻学博士，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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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志“何以”并“如何”面对中国国情力所不逮

民族志是在对古典人类学“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以前的古

典人类学时期，受进化论思想支配的进化主义范式是人类学舞台上最主要的一支力量，撇开其

“进化”观念的是非不论，就其研究方法而言，古典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为拉德克里夫—布朗( A．

R． Radcliffe － Brown ) 描述为“假如我是一匹马”式的推测方法［6］，同时，进化主义人类学对文化

的分析采用的是因素主义的方法，这种分析方法把各个文化因素与文化的整体割裂开来，将其

作为来历不明的文化“孤儿”来对待，从而使得通过事实而随意解释成为可能。这种方法有着

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错误［7］。进化主义人类学的这两大方法论，为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人———

马林诺夫斯基于 20 世纪 20 年代所发动的方法论革命———以田野工作为核心的民族志所彻底

颠覆。从此，民族志被认为是现代文化人类学的基石和学科成熟的标志，是人类学研究者跻身

学人行列的“通过仪式”或“成丁礼”［8］。

民族志的英文对应词是“ethnography”，从构词法来看，词根 ethno 表示氏族、种族、民族，或

泛指人，后缀 graphy有写、记等含义，因此，ethnography 字面意思是对某个民族的记述。停留在

字面含义自然不够，它通常是这样一个研究过程:首先，人类学者周密地观察、记录、参与异文化

的日常生活，他们从事的这些活动被称为“田野工作”( fieldwork) ，他们的方法也被称为“田野工

作方法”。完成田野工作之后，人类学者以详尽的笔调描述、说明所观察到的现象和文化，他们

的描述成为学者和其他读者据以了解人类学者的田野工作过程、异文化的情况，以及人种志工

作者的个人反省和理论观点的途径［9］。可见，民族志包含了三方面的含义:进行田野工作、做田

野笔记的过程; 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使用的以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为主的资料搜集方法;还指

根据田野工作获得的资料，撰写的研究成果( 民族志文本) 。本文更多是从研究方法层面来讨

论传播民族志。

作为对古典人类学的反动，民族志极为强调两个方面:一方面，认为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的起

点和基石;另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反对因素主义，强调文化的整体论，马氏认为，人类学应对整个

部落文化的所有方面都给予研究，从每一方面中取得的一致性、法则和秩序，也能够对之加以结

合，成为一个清晰的整体［10］。他认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化”( 器具、物品、技术程序、观

念、习惯，以及价值观等) 和人的基本需求，人类学家的使命就在于通过田野调查理解文化与人

的基本需求的关系，而人类学家理解和解释这种关系的工具就是“功能”( 文化满足人的需求的

方式) 这一概念。从而开创了功能主义人类学这一在世界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人类学范式。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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