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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新闻图像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对个人和社会产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对新闻

图像的议程设置作用表现%影响因素及其发生机制三方面的剖析#一方面向受传者揭示#新闻图像是怎样影响人们

的态度%行为的$另一方面也向新闻传播者揭示新闻图像的议程设置作用是怎样实现的及可以怎样更好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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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设置理论断言大众传媒是影响社会的重要

方式$它们有意无意地建构公共讨论与关注的话题$

并对公众的思想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在人类社会

进入所谓的图像时代的今天$基于图像$尤其是新闻

图像对大众产生巨大影响的背景下$探讨公众头脑中

构成特定议题和对象时的新闻图像作用已成为时代

的需要&本文力图把新闻图像的议程设置作用从新

闻议程设置作用中剥离出来$对新闻图像的议程设置

作用进行集中探讨&议程设置理论侧重探讨大众传

媒对公共舆论影响现象的分析$而新闻图像议程设置

则是侧重探讨新闻图像对公共舆论影响现象的分析$

即新闻图像对公共舆论的影响%建构作用的分析&这

一分析可以进一步细化为!第一$新闻图像的议程设

置作用表现)第二$新闻图像议程设置作用的影响因

素)第三$新闻图像议程设置作用的发生机制&

一%新闻图像的议程设置作用表现

为了探讨公众对现实的感觉是否依赖于新闻媒

体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展现事件时所报道和强调

的议题$美国传播学者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

"

P,YX1--G P6M(HK;

#和唐纳德: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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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就传播媒介的

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大众

传媒在形成政治现实中担当重要角色&读者不仅通

过大众传媒了解某个议题$而且通过报道所占的版

幅大小及其所处的版面位置知道该议题的重要性&+

而且$*他们"选民#所了解的与大众传媒所重点推出

的竞选议题正相关&+由此开始了议程设置作用研究

的先河&实际上$议程设置理论从一开始就是和新

闻图像联系在一起的$因为麦库姆斯与肖在这项研

究中所采用的新闻媒介包括五家报纸%二家新闻杂

志%二家电视台的晚间新闻'

%

(

&晚间新闻自然少不

了电视图像$但他们并没有特别关注新闻图像的作

用&随着大众传媒效果研究的深入及图像在大众传

媒中作用的彰显$新闻图像的视觉议程设置作用逐

渐纳入学者的视野$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吸引注意%提高兴趣的作用

在大众传媒异常发达的当代$在媒体争相抢夺

公众注意力资源白炽化的今天$图像已经成为各种

新闻媒体用来吸引受众目光%对受众进行说服的一

种利器$因为新闻图像以其独特的视觉冲击力和感

染力能够吸引公众的注意$提高阅读%观看兴趣&人

们对图像具有一种类似本能的喜爱$尤其在当下公

众*扫描式+快速阅读习惯和对轻松阅读追求的新型

传播环境下$以及传媒机构采取在报纸%互联网等新

闻媒体置放大量彩色图片%高清图像等措施的迎合$



使得新闻图像在吸引公众注意%提高阅读兴趣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激发情感作用

新闻图像集新闻性%思想性%真实性%时效性和

形象性于一身$能将新闻主体的情感浓缩在画面之

中$给人以简洁%震撼的效果$有*一图胜千言+的作

用&新闻图像能够拉近观者与新闻现场的距离$使

观者能够产生强烈的现场感$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

真实感%亲切感$从而使新闻报道的内容更为丰富$

更加具有感染力&尤其一些富含情感的图像更能激

起公众的情感反应&一些学者探讨了媒体图像对观

者的情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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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产生显著情

感的媒介信息比不带情感的信息更容易被人们记

住&

501**

'

!

(发现$由于富含情感的图像能够提升观

者的焦虑或悲伤程度$因而能够吸引观者注意$并使

他们更容被说服&总体来看$图像强度和暴露度不

同可能会引起受众不同的情感及信息加工反应$因

而也会影响信息的储存和提取过程$也就产生了议

程设置作用&

"三#理解议题的作用

新闻图像有助于受众理解议题的作用分为两个

方面&第一$对所报道的新闻事件本身的理解&

O(H\1

$

Z1*-H)<<1*

和
5

W

*,<<

'

#

(做了一个实验$把一

些越南战争的报道给调查者看$发现这些图像有助

于调查者对事件的理解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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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试

验发现游行示威的负面照片报道对观者造成了更加

严重的负面影响&他们认为$视觉形象本身就可以

影响人们对新闻信息的加工以及他们对议题的理

解)第二$使人理解图像纪实性背后所隐含的新闻话

语逻辑&受众通过图片的大小%位置%多少及图像的

播出时间长短等图像外在因素能够理解所报道问题

的重要性及倾向性&美国学者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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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一个报

纸新闻照片的议程设置实验&他的实验以报纸照片

的不同尺寸为参数$发现照片越大越能吸引读者读

报$并且读者认为照片尺寸越大$信息越重要&也就

是说$新闻图像传播是一种话语建构$公众也能从其

外在的元素理解传播者隐含在图像中的真实意图&

美国-时代周刊.把被割掉鼻子的爱莎照片作为其封

面人物$人们从中能轻易读懂该杂志社对阿富汗塔

利班的谴责以及对美国进行阿富汗战争正义性美化

的这种话语意识形态&

"四#长期记忆作用

考察图像是否起到议程设置作用$总体指导思

想应该是把图像作用从新闻报道作用中剥离出来$

这样才能公正地探讨图像所起的作用&实际上$严

格地把图像和新闻文字报道对读者产生的影响区分

开来$或者说把它们的作用分得一清二楚是不可能

的$也只能做一种粗略的区分&一种剥离的办法是

考察图像是否对观者回忆起新闻内容有所帮助&也

就是说$如果提及某新闻事件$观者能够回想起新闻

图像来$那么也就反过来证明了图像对观者的记忆

起了作用$也就有可能起了议程设置作用&

人们一般都会有这样经历$在一个陌生的环境

里能够记住那里的建筑物$却往往不能叫出那条街

或商店的名字$甚至在我们背课文的时候$都会想起

那部分内容在一页书的哪一部分&古希腊的西蒙尼

底斯最早发明了记忆术&他的记忆术原理是运用已

经记住的东西$把要记的东西组成为可以回忆出来

一定顺序的东西&从现代心理学来看$把要记的东

西和已经记住的东西进行想象%联想连接$而想象和

联想强调了图像$于是把要记的东西让右脑处理了$

而右脑又是记忆力非常强的脑部分$所以记忆的效

果非常明显&如果单纯是图像$不需要转换的过程$

那就更容易被记住了&新闻图像相对于文字来说容

易被记住$尤其一些特殊的图像容易被长期记住$那

么也势必对受众产生长期的影响&然而$图像对于

新闻报道回忆的作用$学者的研究意见并不统一&

有的学者认为$图像能够加强对新闻信息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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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表明在唤起记忆的诸项因素中就包

括视觉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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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富有情感

的电视新闻图像对观众记忆有影响&

Z1*-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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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一些图片能够成为某些事件具有代表性的符

号$受众通过几张这样关键性的图像"符号#就能够

回忆起事件来&尽管有些学者认为图像有利于对新

闻信息的回忆$但另一些学者却认为视觉图像有时

会加强%有时却不利于回忆&

_)+<1*

'

%$

(认为$只有

图像和语言信息内容相关时才能提高记忆$否则将

会使人注意力分散而起到干扰作用&关于图像有利

于唤起记忆的机制问题$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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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比较中肯$

他们认为由于图像和语言在回忆新闻内容时共同作

用$当其中一个不起作用时$另一个可能会起作用$

这样就加大了回忆起新闻内容的可能性&这就好比

孩子爬行时手脚并用$如果脚用得不好$脚有时会阻

碍手$手也会阻碍脚$但是手脚一旦协调起来$就会爬

得快%爬得稳&图像和新闻文字之间的关系也是这

样$如果图像和文字报道相得益彰$即人们常说的*图

文并茂+$这样的图像能够有助于观者的理解和记忆&

这也就引出了下面要讨论的*新闻图像议程设置作用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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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因素+的问题&

二%新闻图像议程设置作用的影响因素

新闻图像的议程设置作用不仅受视觉传播内容

制约$还受到其他许多因素的影响$可以说是新闻图

像传播是内因和外因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

"一#新闻图像内容的影响

美国学者
A+J*1, P3--1*,+J501,*(+ (̂7

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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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特里娜飓风就近性视觉议程设置!基

于最接近于事件人们的研究.一文中归纳了三种图

像对新闻视觉议程设置作用具有显著影响&第一种

是约定俗成的图像"

6(+:1+<3(+,-3H,

4

1*

=

#&这里

约定俗成的图像是指媒体用以表现某类事件%场面%

有些老生常谈味道的图像$也就是被新闻记者归为

某种既存*主题+或*类型+的图像&由于人们受*场

景模式+中的这些典型物体的激发$因而能够快速加

工场景的整体意义)第二种是危机图像"

M*3;3;QH7

,

4

1*

=

#&研究者发现$人们对消极图像的回忆强于

积极图像&首先引起愤怒的图像最容易被记住$其

次是产生恐惧的图像$再次是引起恶心的图像容易

被记住)第三种是激发起兴趣的图像"

M(H

W

1--3+

4

Q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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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危机图像严格说来也属于激发起兴

趣的图像$此外还有许多能够激发兴趣的图像&比

如搜狐网报道的*大蟒蛇吐出山羊+的图像%*太原最

牛楼压桥下
%F

年+的图像%*某堕落高官被审+的图

像等&究其原因$主要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猎奇+

心理&另外$与受社会高关注问题相关的图像也更

具吸引力和影响力$比如反映社会贫富差异"如炫

富#图像%反映社会不公的图像%反映政府管理"如城

管执法#图像等$都能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也容易

形成社会舆论&这些容易引起人们兴趣的图像自然

也就容易对受众产生相应的影响&

"二#新闻图像生产者的主观倾向性影响

与文字新闻相比$新闻图像更为真实%可信$因

为人们更相信*眼见为实+&但摄影"像#师在观察%

选取拍摄的内容%视角及编辑最终让哪张"些#图像

随文字一起暴露$充分体现了生产者的主观意图&

这就是新闻摄影工作所说的*选镜头+&在选的过程

中$就免不了有了主观性&另外$通过摄影师采取的

*正常+拍摄技术%技巧也能明显地影响新闻图像的

作用发挥$比如采取的一些比喻对比%夸张等视觉修

辞手段$能够增强了新闻摄影%摄像作品本身的吸引

力%表现力和说服力&美国学者阿瑟:阿萨:伯杰

引用了基库:阿达托在-完美图片!大众影像制作的

艺术与技巧.一书中关于摄像机和灯光在电视听证

会上的说服作用$*当他和一些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在

一起观看这场听证会时$他给这些人上了一堂关于

摄像机角度的课&=看这个3$斯皮尔伯格说$他调低

了声音$然后将这些国会议员的注意力引向了"陆军

上校奥利弗:诺思在屏幕上的图像&=对着诺思的

摄像机镜头正从他眼睛下方的四英寸处迅速放大&

这正是他们在西部片-正午.中拍摄加里:库珀的方

式$这样可以使他看起来像个英雄一样&3斯皮尔伯

格还指出$当摄像机被摇向询问诺思的委员会成员

时$灯光变得十分昏暗&从远处看来$他们显得非常

邪恶&斯皮尔伯格告诉这些坐在一起的民主党人!

=奥利弗:诺思说的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他已经

赢得了这场战役$因为他看起来就像个英雄而其他

每个人看起来都像恶棍一样3&+

'

%!

(

"三#新闻媒体的图像投放

视觉议程设置主要是媒体的投放所产生的效

果$媒体对图像的投放次数与频次也是影响议程设

置的重要因素&新闻传播者常常将引人注目%尤其

引起轰动效应的图像作为某事件*经典的镜头+不断

播放&在
%DDD

年的美国教堂枪击案事故发生后$沃

思堡"

L(*<d(*<0

#$美国第七大电视台的新闻制作

人在接受采访时承认$他们*剪辑了最精彩镜头+$然

后*不断播放+&这其实已经是电视台对重大新闻图

像处理的常用手段&从
D%%

事件%汶川大地震到日

本
!%%

大地震$媒体都是这样做的&因此那些画面

深深印在了观者的脑海中&实际上这就是传播学中

的暴露频次问题$通过增加图像的播出次数$从而能

够有效对公众进行说服$所谓*三人成虎+效应&

"四#人口统计学因素

观者的人口统计学因素$诸如性别%种族%年龄%

教育情况也是影响议程设置作用的重要因素&一些

心理学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对同一幅图像的认知

和解读都有很大不同&例如$

U,**1<<

和
U,*7

*3+

4

<(+

'

%#

(发现女性容易被积极图像影响$而男性则

容易被消极图像感染&一些研究也表明白人和黑人

对媒体中的黑人图像反应也不同'

%F

(

&美国许多电

视台的主持人都有黑人$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使黑人

对黑人有认同感&

三%新闻图像议程设置作用机制

我们经常可以在报纸%电视或者网络等媒体上

看到新闻图像&那些图像$尤其是那些普通图

像111没有引起多大轰动效应的图像$似乎我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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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也就忘了$但实际上它们在我们的大脑里不断

累积%沉淀$经过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就会影响

我们的态度和行为&乔治:戈布纳"

_1*K+1*

#在其

*培养分析+"

M)-<3:,<3(+801(*

=

#理论中提出了电

视的培养导致了人们对*社会现实+的感知&他认为

人们所知道的所谓社会现实$其实主要是媒体为我

们构建起来的$是日积月累构建的&他通过大量实

例研究了电视暴力内容对公众态度的影响情况$*电

视大规模地生产讯息和形象$这一重复性的活动构

成了主流的象征性"符号#环境$这一环境培养了大

多数人关于现实的共同看法&+

'

%E

(

_*,K1*

'

%S

(也强调

了不寻常的视觉图像对形成公共舆论的重要性$她

列举了越南战争血腥场面引起美国反战人士情绪高

涨的例子&

5<)*\1+

'

%&

(在-未爆炸完的炸弹!美国人

记忆中的俄克拉荷马市.一书中指出$电视对这起爆

炸案的新闻画面反复播出和人们对恐怖主义的恐惧

之间存在逻辑关系$即当地电视新闻对恐怖主义的

新闻图像播放越多$观众越惧怕恐怖主义&总之$文

献表明$新闻图像对公众的观念和行为具有长期培

养作用&因此$新闻图像的议程设置作用也存在一

个发生机制问题&

对于议程设置的作用机制问题$有的学者认为$

*议程设置功能是一个线性的过程$由三部分组成!

首先$媒体要讨论哪些事务是重要的$形成媒体议

程)其次$媒体议程以某种方式影响了公众的思想$

或者是与公众的思想进行互动$形成公众议程)最

后$公众议程以某种方式影响决策者的思想$或者与

决策者的思想进行互动$形成政策议程&理论家们用

最为简单和直接的方式来表述这一理论!媒体议程影

响了公众议程)公众议程又影响了政策议程&+

'

%D

(图

像作为新闻报道的一部分$也通过上述过程发挥作

用&但是图像毕竟不同于文字$下面将基于新闻图像

的自身特点来探讨其议程设置的作用机制&

"一#情感激发(((回忆模式

美国传播学者
50,03*,L,0H

=

等'

"$

(在-

D

:

%%

发生后的视觉议程设置!个人情感%图像回忆以及对

恐怖主义的关心.一文中探讨了视觉议程设置的*情

感1回忆1议题关心+模式"图
%

#&他们通过研究

发现一些*

D

:

%%

+的攻击图像是不同程度地引起观

众的悲伤%愤怒%震惊以及担心等情感$并且进而影

响对图像的回忆)他们也发现这些图像影响人们对

恐怖主义的关心&两者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

也就是说$新闻图像能够通过对图像的回忆而想起

新闻事件$从而对公众产生长期影响&经过这些环

节$公众可能认为这些议题很显著$对其态度或者行

为产生影响$新闻图像实现了其议程设置作用&

图
%

!

*情感1回忆1议题关心+模式

"二#视觉说服
*7UD

模式

新闻图像视觉议程设置作用机制研究不仅要像

上述*情感1回忆1议题关心+模式那样能够确证新

闻图像%情感%回忆与议题关注有存在关系$还应解

释为什么具有这种内在的逻辑关系$这样才能算较

好地阐释了新闻图像视觉议程设置作用机制&上述

模式所描述的是在新闻传播学范畴的新闻图像议程

设置作用机制$如果我们将视野再放大一下$结合视

觉形式本身来看$又可以用笔者在一篇论文中所提

出的*新闻图像视觉说服
AM85

模式+"图
"

#来进一

步阐释'

"%

(

&实际上$新闻图像议程设置说到底不过

是对公众的说服作用而已$依然属于说服传播范畴$

因此视觉说服
AM85

模式也可以有效地阐释新闻

图像议程设置作用的发生机制&新闻图像*视觉说

服
AM85

模式+是基于世界著名艺术心理学家阿恩

海姆视知觉形式动力理论和有关符号学理论提出来

的$分析了新闻图像从视觉元素"能指#到表征主题

"所指#再到积淀符号的实现路径这一内在运动过

程&根据阿恩海姆视知觉形式动力理论$新闻图像

及其内部诸视觉元素都是力的式样$或者就是力本

身&而情感%意义也只不过是*生理力+而已$这样就

把外部的新闻图像作为力的结构与作为生理力的情

感%意义等统一起来&这个模式具体包括以下四个

图
"

!

视觉说服
AM85

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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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即"

%

#吸引注意"

,<<1+<3(+

#!新闻图像只有引

起观者注意$才有可能起到传播效果$而视知觉形式

动力是吸引注意的一种有效手段)"

"

#引向内容

"

6(+<1+<

#!新闻图像吸引了观者注意$却不见得使

其注意到视觉传播内容$需要视知觉形式动力对观

者目光的引领$使视觉传播内容得到关注)"

!

#展现

主题"

<01H1

#!视觉传播内容"视觉元素#是能指$不

是传播的真正意图所在$新闻图像表征的是文化层

面的意义$是所指$包括社会权力%话语和意识形态

等&比如$在凯文:卡特拍摄的著名-饥饿的小女

孩."图
!

#这张照片中'

""

(

$秃鹫和小女孩是画面要展

现的内容$而苏丹战乱造成的悲惨情景则是照片要

传达的主题&在这幅图片中$小女孩位于前景$而且

形体也大于那只秃鹫&由于摄影师采取了仰视视

角$使小女孩和那只秃鹫都向前方倾斜$自然产生了

从秃鹫到小女孩再到观者的视觉形式动力$但由于

小女孩形体大于秃鹫$也有一个从小女孩到秃鹫的

一个视觉形式动力&由于这两种不同方向力的存

在$读者的目光就在秃鹫与小女孩之间不停摇摆$读

者似乎已经感受到了秃鹫正向小女孩飞去&另外$

小女孩和秃鹫位于画面四分之三的空地上$空地并

不空$它更渲染了悲凉的氛围$再加上小女孩瘦骨嶙

峋的身体所产生的视觉力$形成了绘画-克里丝蒂娜

的世界.那样的凄凉氛围$使人产生一种发自心底的

凄凉与悲怆$把苏丹叛乱所造成的遍地饿孚的悲惨

景象这一主题表现得无以复加&因此$从能指到所

指这一过程也是通过视知觉形式动力的运作来实现

的)"

#

#积淀符号"

;

=

HK(-36

#!大脑对新闻图像主题

加工形成视知觉形式动力结构$即积淀为具有象征

意义的符号&在人们见到这些符号时$便会在心中

唤起这种动力结构$相关信息%意义也同时涌现出

来&比如我们一听*恐怖活动+这样的字眼$很可能

脑海里就浮现出美国*

D

:

%%

事件+的画面和某种特

殊的感觉$因此该画面也就再次发挥了议程设置作

图
!

!

饥饿的小女孩

用&因此$这些积淀下来的符号$又加入到*吸引注

意+这个起始项中$形成一个新的视觉说服循环机

制&以上四个方面是将新闻图像作为文本来进行的

分析$是一个有机整体$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将该模

式按这四个环节的英文单词首字母进行缩写$即为

AM85

$因此称之为新闻图像传播机制
AM85

模式&

四%结
!

语

在传统新闻媒体数字化转型以及以互联网和手

机为代表的新媒体融入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为一体

的新型传播语境下$新闻图像的传播变得更加便捷%

影响也越发广泛而巨大$其议程设置作用也越发明

显$动辄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在短时间内引起声势浩

大的社会公共舆论$产生轰动效应$以排山倒海之势

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因

此$新闻图像的议程设置作用应该引起传播界的高

度重视&本文简要地分析了新闻图像的议程设置作

用$是对新闻图像在现代传播中作用的一种解构)在

解构的同时$新闻图像议程设置作用的实现方法也

在解构中建构起来$因此本研究是一把*双刃剑+$一

方面向受传者揭示$新闻图像是怎样影响人的态度%

行为的)另一方面也向传播者揭示新闻图像的议程

设置作用是怎样实现的%可以怎样更好地实现&因

此$本研究有助于实现新闻传播两大根本目的111

理解与信服$拓展了新闻传播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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