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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不打算直接分析美国的新闻媒介及其产品，也不打算纠缠于形形色色矛盾而对立的媒介批评以及
媒介批评与媒介行业的对立之中，那样只能陷于具体问题的纠葛之中，永远也走不出话语的丛林。
本书把批评实践当做一种叙事，通过分析叙事者的立场与目的来理解美国新闻媒介批评的性质、目的
与功能，并根据这一理解，梳理美国新闻媒介批评的历史与主题、机制与规范。
 本书认为，作为一种叙事，媒介批评反映了人们对媒介的社会角色——尤其是在民主政治中所扮演的
角色——的期望，体现了对媒介作为私产却必须服务公众的要求。
同时，媒介批评还是更大的社会叙事的一部分，反映了批评者自身的境遇与立场，而这也正是媒介批
评之所以喧哗的一个原因。
媒介批评的叙事性要求人们以平等、开放、包容的姿态面对它。
但是，作为一种社会专业，美国的新闻业又必须树立自己的合法性与专业权威，尤其是当媒介批评持
续不断的时候，树立权威的要求更为迫切而持久。
从这一意义上说，美国新闻媒介发展的历史，就是在与其他社会行为者的持续不断的博弈、对话中，
协商自身位置、确立统一规范、构建专业权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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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角关系中的批评者　　分析批评叙事，首先要关注讲述者、聆听者和指涉物之间的关系，因为
正是这种关系揭示了叙事话语背后的立场与态度。
从讲述者、聆听者和指涉物的三角关系解读媒介批评，有利于媒介批评研究者超越批评叙事本身，进
一步挖掘出它的隐性立场及其被忽略的建构功能　　利奥塔（利奥塔，1996）认为，在讲述者、聆听
者和指涉物之间存在着一种特定的关系：讲述者处于“知者”或“智者”的地位，因而具有相对的权
威性；聆听者的角色定位只是表示赞同或反对，当讲述者的权威性不容置疑时，聆听者无须参与讨论
或证实；而指涉物则以独特的定义方式来回应。
比如，当有人批评说：这一新闻报道是不客观的，批评者显示了自己对这一报道和报道的客观性要求
的认知，他对指涉物——新闻报道——的影响力即体现在他对指涉物的界定和判断上。
事实上，他已经宣布了指涉物的性质：不客观。
在如此宣布的同时，他被赋予了一种权威。
而对于聆听者来说，对叙事（批评）的赞成与否实质上即对这一权威的认同与否　　不过，在叙事的
过程中，讲述者有时在场，有时不在场。
当讲述者在场时，他有时以客体的形式讲述他人的故事，有时则充当叙事中的角色，甚至还参与对话
。
当讲述者的身份可以辨识的时候，我们可以判断出他的角色和立场。
但是，不少叙事是以“客观”形式表述的，讲述者隐藏在文本的背后，直接将权威加诸指涉物上，以
一种不容置疑的方式定义了指涉物。
在这种情形下，对叙事的赞成与否似乎只是对指涉物性质的赞成与否。
比如上述批评，如果宣布新闻报道不客观的批评者藏而不露，“不客观”的新闻报道似乎在自我表达
，聆听者的表态则建立在其作为个体对新闻报道的认知与评价的基础上，但是聆听者的认知和评价基
础可能与批评者完全不同。
这就是为何有时批评和反批评往往是自说白话，而非对话。
当讲述者的身份清晰可辨时，对叙事的评估则转而成为对讲述者权威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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