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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语境中我国 "广场舞事件# 的
媒体角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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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从布迪厄的批判视角出发#就近年来我国媒体对广场舞事件

的报道进行分析!认为#媒体遵循 /眼球经济0的叙事逻辑#对广场舞实践进行了大量的负面报道#

对广场舞大妈进行道德审判#并通过无限联系与范围扩大#暗示了中老年人道德之 /恶0的根源!进

而从文化素质与警察功能两方面为广场舞大妈正名!同时#就广场舞事件中大妈的媒体公共话语权缺

失现象#呼吁媒体应关注中老年人体育休闲权利和公平#切实承担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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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河南洛阳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体育社会学"民族传统体育学%

!!

近年来在我国广场舞事件中# &大妈(一词

在媒体醒目的黑标题下传播开来%在媒体语境

中#&大妈(成了文化程度不高且极其自私"无

视他人利益的中老年妇女群体的代名词%在媒体

报道中#&大妈(群体被泛化#大妈成为了一系

列不道德事件的 &替罪羊(%在媒体的舆论引导

下#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加入进来#推动了这一意

识的传播%如果中老年妇女成为社会道德失范的

不良形象 &代言人(和主导者#将对我国社会道

德整体现状产生较大的负面作用%然而#媒体在

其中起到什么作用3 背后的隐情反映了什么社会

问题3 其深层次成因是什么3 这才是值得关注的

问题%

皮埃尔2布迪厄是当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

被称为 &法国最后一名知识分子(#在于他在当

今知识分子被集体 &招安(的社会大环境中#敢

于批判西方社会的 &主流(话语%本文以布迪厄

的批判视角来阐释我国媒体在广场舞事件中扮演

的角色#旨在揭示"探究该事件背后的成因%

"

!

媒体对 !大妈"的批判

在媒体的报道中#广场舞大妈被标签化为

&扰民(#由此引发了系列冲突事件%有研究对广

场舞事件的媒体报道进行调查和统计#显示在该

类报道中#媒体更多的是向受众传递关于这项活

动的负面性质的信息)

"

*

%该研究指出#在媒体正

负面失衡的系列报道中#广场舞大妈逐渐被标签

化和污名化#大妈这一称谓被贬义化了%

广场舞大妈们带来扰民的噪音#作出了与之

身份不符的不道德行为#这类事件经过媒体的宣

传#在大众心理引起了 &共鸣(#使大众在与其

无关的不道德"不文明事件中找到了合适的注

脚#将闯红灯"乱扔垃圾"插队等违规现象都拿

来与此对比#&大妈尚且如此#遑论我辈3(对公

共道德规范秩序造成了潜在破坏%

福柯指出+&话语并不是被动地反映一种预

先存在的现实#而是一种我们对事物施加的暴

力%(

)

)

*孔庆东也指出+&当一种声音逐渐增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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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警惕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

)

!

*媒体舆论

往往不知不觉地引导大众对广场舞大妈的行为进

行 &道德审判(#在主流媒体舆论场中听不到当

事者大妈为自己 &辩护(的声音#其话语权在公

共语境中被剥夺%

)

!

!广场舞"事件的布迪厄思辨及启示

)?"

!

媒体的逻辑

有网络语直言 &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

变老了(#把今天的广场舞大妈和文革期间的

&红卫兵小将(联系在一起#用以阐释今日广场

舞大妈之 &恶(的根源%该解释体现了一种宿命

必然观#却避而不谈引起该问题的真正原因#如

社会发展中老年人健身休闲需求"独生子女问

题"社会保障问题"空巢或失独老人问题等#这

是部分媒体转移受众注意视线的惯用伎俩%

广场舞事件在媒介功能的放大下#形成了大

众的虚假共鸣%媒体用看似确凿的数据和模糊的

评判标准来引导大众关注#使人们相信#中国当

代之社会道德滑坡始于中老年人#并经由某些知

识分子之口道出其 &背后隐情(#成功影响了大

众心智#实则是 &掩盖真相(%

布迪厄认为媒体恐惧的就是被人厌倦#因而

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娱乐人心%媒体谈论政治不易

引起人们的兴趣#且因政治题材敏感 &很难处

理(#所以#&政治是注定显现为一个不合适的话

题(

)

#

*

+"

%其次#借鉴布迪厄的观点#透过广场

舞事件可以窥见其背后的政府管理漏洞#以及公

共服务"城市规划"社会福利等问题#而这些问

题是媒体不愿涉及的#其中的原因要么是 &老生

常谈(的旧闻#要么是难以言说的新闻管制或其

他深层次问题#也不符合媒体眼球经济的新闻选

题原则%媒体对广场舞事件的持续关注不存在以

上两点顾虑#因此关于广场舞"大妈"中老年人

等字眼被刻意放大#逐渐成为热点话题%

)?)

!

文化素质与警察功能

布迪厄指出#美国"欧洲正处于国家退化的

过程#形成 &一个越来越归结到警察功能的国家

''专务镇压#不断牺牲其社会功能#如教育"

健康"社会救助等%(

)

#

*

)"B广场舞大妈群体 &走出

国门#冲向世界(并未获得与其他体育项目类似

的荣耀#其在纽约"莫斯科"伦敦的广场上跳

舞#被认为丢人丢到了国外%对在纽约的广场

上#中国大妈因为噪音污染被美国警察带走一

事#媒体中充满了幸灾乐祸和戏谑的报道#还通

过比较#以偏概全地对事件加以定性#主要集中

在两点+第一#中国大妈素质不高#习惯于骚扰

别人的恶习在国外并没有收敛#而国外大妈比较

文明#较少有广场舞噪音之类的事件发生0第

二#国内警察功能不健全#无法制止广场舞事

件#而国外警察可以轻松解决#暗示国内执法

不严%

第一点之荒谬不堪一击%渡边淳一指出#

&年老#意味着可以更加随心所欲地享受生活(#

应鼓励老人退休后开启丰富多彩的生活%只不过

国内外老人选择的休闲健身方式不同而已%媒体

惯用的 &文化(&素质(&文明(等词#多是为了

吸引眼球或制造噱头#媒体宣传的普世价值不过

是布迪厄眼中的 &伪世界主义(#是 &以人类进

步的名义去崇拜西方的文化价值#而对自己国族

的文化价值#对自己的国族性和国性不予珍惜#

导致中国人普遍缺失国族自尊和文化自尊%(

)

#

*

)*C

至于第二点#在布迪厄眼中#警察功能越强

大则国家功能越退化#即国家意识的衰微%布迪

厄指出该社会存在的两个极端#一边给生活无忧

无虑的社会 &幸运儿(以社会保障#另一边则是

警察当道#对 &非幸运儿(进行镇压%我国广场

舞的主要参与群体是寻常老百姓#在广场舞纠纷

中#鲜有警察出动解决的案例#因为中国传统智

慧向来注重标本兼治#讲究疏而非堵#当人民内

部有矛盾时#优先选用协商解决%其实#单就关

于噪音治理的法律而言#我国法律和国外的规定

基本一致#&最大的差异是执法力度(

)

B

*

%广场舞

事件的解决应该 &统筹利用政府力量和社会力

量#然后从立法"司法"社会三个层面实现体育

权利与居民安居权利的动态利益平衡(

)

D

*

%并非

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将其划在法律范畴之内进

行解决#单纯地依靠"强化警察功能而不去追问

犯罪的深层次原因必然会导致阿伦特眼中 &极权

主义(社会的出现%

!

!

媒体的责任

&有人称媒体是立法"执法和司法三权之外

的 .第四种权力/(

)

+

*

#甚至可以说#媒体对于人

们的影响超越前三者#尤其是当今微博"微信等

新媒体技术应用日益广泛#其传递信息的功能越

来越强大#这也意味着其所承担的责任越来越重

大#它的言论导向时时刻刻影响着亿万受众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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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取向%

&社论和调查报道的记者越来越被排挤#让

位给搞笑主持人0深入的分析和对话"专家的讨

论或采访的信息#让位给纯粹的消遣(

)

#

*

+)

#这

一现象反映了媒体的生存现状和发展走向%媒体

无意间扮演着 &挑唆(的角色#吸引人们参与争

吵而非理性的辩论#参与的人越多#似乎越能凸

显媒体的商业价值%争吵各方所提出的观点并非

基于客观的事实调查和严密的推理演绎#大多出

于某种既定的目的或带有强烈的个人偏好%媒体

对争论的选择也是有所侧重的#往往刻意回避各

种论据的对质#一味地对争吵中的新鲜"独特甚

至荒谬"悖论的东西拿来炒作#以便吸引受众眼

球#引起更大范围的热议%在广场舞事件中#媒

体极尽想象力地把大妈"老人和红卫兵小将联系

在一起#更把老人不道德现象与当前社会道德失

范扯上因果关系#从错误的条件推演出错误的结

论%最终# &人们心中渐渐渗进一种悲观的历史

哲学#促使人们退缩和隐忍#而不是反抗和愤

怒(

)

#

*

+=

#媒体造就的负面效应不断显现出来%

关于大妈跳广场舞是否扰民#有约
+*[

的

网友通过网络投票表达了不友好的看法%以我国

大妈在纽约公园跳广场舞为例#媒体的报道中多

见如下标题 &大妈纽约跳广场舞#传统艺术跨海

扰民( &大妈纽约跳广场舞#七成网友称扰民(

&大妈纽约跳广场舞#中国特色美国
2NQ̂

不

住(&大妈纽约跳广场舞遭投诉#文化差异引争

议(等#这些或多或少反映了媒体对跳广场舞的

大妈持有的态度%广场舞从被称为民间传统艺术

开始#甚至被夸大为中外文化交流项目#却以

&扰民(结束#背后的原因值得深究%

承载中老年人健身"休闲需求的广场舞#在

媒体的演绎中#被无限联系#继而形成了一个恶

性循环"多方对峙的局面%对峙的最终结果没有

赢家#但经过媒体的渲染"传播# &就有了各种

新闻性十足的战斗#这些战斗最终伤及的是社会

良俗和秩序#并传递出一种不善的气息%(

)

=

*在对

广场舞大妈讨伐的媒体运动中#媒体和广大群众

形成了 &共谋(#广场舞大妈被塑造成 &扰民(

&讹人(等不良形象#成为典型不道德事件乃至

其他毫不相关的道德事件的 &第一责任人(#被

媒体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布迪厄早已指出在

民众对国家的公共事业发生信仰危机的时代#人

们可以看到两样事物的繁荣+ &在领导阶层是腐

败盛行#原因是对公共事物尊敬的衰落0在被统

治者那里#则是个人对现世救助的绝望而皈依宗

教%(

)

#

*

=这段话说明了以集体体育休闲活动形象

出现的广场舞的参与者所持有的一种对心灵的寄

托和对共同体宗教信仰的追寻#也揭示了广场舞

在被社会大众集体问责中依然拥有大批拥趸"继

续莫名狂热的原因%

媒体承担的责任和引起的风险是并存的#媒

体有责任向公众传递社会公共精神#以增进社会

互信#而非夸大其辞"非理性的噱头炒作%

#

!

被忽视的中老年人权利和公平

出于体育休闲目的自发组织的广场舞#背后

是政府长期追求
>̂ U

造成的文化荒漠在中老年

人身上的部分体现%布迪厄犀利地指出+ &经济

学最根本的前提是人们把经济和社会截然相分#

把社会性弃于一旁%(

)

#

*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牺

牲巨大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换取了经济的快速

发展#但负面影响在随后的时间里愈发突出#甚

至出现了井喷式的集中爆发%虽然国家层面已经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长期形成的
>̂ U

战略

车轮难以在短时间内紧急刹车%经济发展问题并

非孤立的#正如博兰尼认为的#经济学不是一个

可以和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分离的纯学问#它嵌

入在 &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的制度当中%(

)

C

*

媒体善于猎奇矛盾点以吸引人们的眼球#对

广场舞事件背后的社会问题不作考察#也不会投

入太多精力去进行相应的文化思考和社会评论%

当前我国体育休闲的发展存在两个极端+一方面

是我国大型体育场馆的数量和奢华程度居世界之

最#另一方面可供大众体育休闲的公共设施少得

可怜#强烈的对比暴露出了体育休闲供需不匹配

的问题% &拥有休闲过剩的只是社会的少数人#

他们通过种种手段#侵占别人的休闲资源#剥夺

别人的休闲权#从而使闲暇活动奢侈化"放纵化

或失控化%(

)

"*

*那些高端的体育活动设施和场所

最被媒体关注#但其仅限于高端人士活动#远离

了普通大众的生活社区#也与人民大众的生活不

具有相关性#久而久之#会在普通大众心里建立

起一种天然的社会阶层隔离带%从每个人公平享

受休闲体育生活权利的视角来看#只有社区附

近"公园的空旷地才是中老年人开展体育休闲的

场所#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广场舞参与者对自己体

育休闲地盘和权利的捍卫态度%对辛苦半辈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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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大众来说#随着体育休闲意识的逐渐苏醒#

他们在自己难得的闲暇时间内也渴望走出家门#

却发现 &适合大妈群体的休闲运动极其稀少#广

场舞 .大妈/群体的出现实际上是老年群体在都

市休闲娱乐锻炼空间夹缝中生存的一种表现#是

其走出家门#融入社会的进步表现4(

)

""

*而这才

应是媒体加以关注和大声呼吁的社会现实)

")

*

%

B

!

结语

我国媒体的娱乐性倾向日趋明显#社会人文

方面的关注却愈发稀少%这样的报道倾向必然会

&造成一种与公共观点的割裂#至少与公众中最

关心政治理想对自己生活"对社会产生真正后果

的那部分人观点的割裂(

)

#

*

+B

%媒体所引导的大

众关注与当前提倡 &正能量(的社会理念也不相

符#更重要的是媒体应该关注和挖掘诸如广场舞

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背后的真实成因#发挥好自身

作为社会公器的责任担当)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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