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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的媒介形象为研究对象"依据新闻传播学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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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从报道时间数量&报道主题&报道角度&报

道倾向&报道体裁五个方面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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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主题中"对奥运冠军参加公益5广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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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三个峰值期"其报道总量呈现下降趋势"从

)**?

年的
C>

篇到
)*")

年的
>?

篇"再到
)*"C

年的
)#

篇"降幅分别达到
"

5

>

和
"

5

)

"一方面

表明对举办地在国外的奥运会关注度相对减弱"

另一方面"也表明奥运冠军在 3南方都市报4眼

中的报道价值在逐渐缩水%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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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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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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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

)**?

*

)*"C

年间

奥运冠军报道的数量变化

!Z)

!

报道主题

报道主题指的是统领新闻报道的核心与思

想*

?

+

"笔者将研究对象的报道主题归纳为三大

类/专业主题&个人主题和社会主题%其中"专

业主题指关于奥运冠军的体育竞技专业领域方面

的内容"包括 (选拔5比赛5训练) (获奖5受表

彰),个人主题指有关奥运冠军个人生活方面的

内容"包含 (成长5生活)(就业5创业实践)(娱

乐5文化活动)和 (公益5广告活动),社会主题

指与奥运冠军相关的更大社会层面的内容"包括

(事故5违反法纪)(揭举5维权5官司)(运动员体

制)%

由表
"

可以看出" 3南方都市报4对奥运冠

军报道较为全面"主题多样但有所侧重"存在如

下特点/

!Z)Z"

!

关注奥运冠军的个人主题

该主题中"对奥运冠军参加公益5广告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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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道最多"对奥运冠军个人的成长5生活进行

报道的数量次之%奥运冠军具有较高的社会知名

度"同时也蕴涵着巨大的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

尤其在奥运年"冠军运动员受到社会和商业组织

的普遍青睐"频繁邀请他们参与一些公益活动&

商业活动"故
)**?

年&

)*")

年&

)*"C

年三年的

报道中公益5广告活动主题所占比例较高%

表
"

!

(南方都市报)奥运冠军报道主题分布&

)**?

*

)*"C

'

主题分类 主题
)**? )**, )*"* )*"" )*") )*"! )*"> )*"# )*"C

总计 占比
I

专业主题
选拔5比赛5训练

C ) ) ) # ! * * " )" "*')>

)*'**

获奖5受表彰
"* " " * # * " * ) )* ,'+C

成长5生活
"" + ) ! "" ) " " # >! )*',?

个人主题
就业5创业实践

* * * " " " * " ) C )',!

C,'+C

娱乐5文化活动
") > * * + " " " " )+ "!'"+

公益5广告活动
)" # ) > "! # ) ) "! C+ !)'C?

事故5违反法纪
" * * " " " * * " # )'>>

社会主题 揭举5维权5官司
" * " ) ) " * * * + !'>" "*')>

运动员体制
) ! * * ! * " * * , >'!,

总计
C> )) ? "! >? "> C # )# )*# "**

!!

再进一步细分"在公益5广告活动主题中"

相较于公益主题"3南方都市报4更关注奥运冠

军参加的广告活动 !公益主题的报道
)*

篇"占

比
!*I

,广告主题的报道
>+

篇"占比
+*I

#%

3南方都市报4身为一家市场化报纸"除了考虑

到媒体的社会责任"在报道奥运冠军时还体现出

其商业逻辑和营利偏好%甚至"为了做好自身的

报纸宣传及销售"3南方都市报4也邀请奥运冠

军为报纸新版本&新读本的宣传助力"如 (奥运

冠军 !孙淑伟#说"自己看报纸"别的版面都是

一翻而过"在体育版停留的时间最长%这次来珠

海"他说是被 3南方都市报'珠海读本4扩版的

宣传语吸引了)

*

,

+

%

在个人主题中" 3南方都市报4对奥运冠军

个人的成长&生活状态进行了较多报道%成长5

生活主题主要集中于
)**?

年和
)*")

年两个奥运

年"

)**,

年因是全运会举办之年也报道较多%

运动员从默默无闻一跃成为奥运冠军"很难不引

起媒体对其成长环境的好奇及对其生活状态的

兴趣%

!Z)Z)

!

专业主题报道较少!社会主题报道最少

专业主题方面"由于不能凸出奥运冠军这一

新闻元素所具备的新闻价值"已卫冕的奥运冠军

参加专业活动往往不会作为媒体报道的重心%当

奥运冠军通过新的选拔或在新比赛中夺冠时"媒

体报道大多只是起到一种 (锦上添花)的告知作

用"如 3北京奥运跳水单人选拔赛最后一站今日

揭幕 郭晶晶领衔六奥运冠军出战4等,而当奥

运冠军未能通过选拔或者比赛成绩并不理想时"

媒体报道又透露出一种今不如昔的况味"如 3社

交过多 普通比赛累倒奥运冠军$$$奥运夺冠之

后首演 陈定仅摘得铜牌4等%

此外"3南方都市报4对奥运冠军的社会主

题报道最少"事故5违反法纪&揭举5维权5官司

这两个主题具有偶发性"故主题分布并无明显规

律,而运动员体制这一主题则有一定规律"虽报

道不多但集中于
)**?

年&

)*")

年奥运年和
)**,

年全运年之中%

)**?

年"3南方都市报4对奥运

冠军与大学体育教育的关系进行报道,

)**,

年"

围绕奥运冠军接受高等教育&退役后生育等议题

对运动员培养体制进行了关注,

)*")

年"开始

反思奥运冠军的奖励规则%

!Z!

!

报道角度

新闻的报道角度与报道主题虽有区别"但紧

密相关"后者为前者的形成和凝炼提供了可能%

在经过报道数量的积累及汇总之后"为构成 (一

致性的视角)即报道的框架奠定了基础*

"*

+

%结

合本文样本并借鉴已有的做法*

""

+

"借助恩特曼

!

F%54/9\09S10

#的框架四大功能*

")

+

"从事实

界定&归因推论&介绍说明&对策建议四个方面

进行分析 !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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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道最多"对奥运冠军个人的成长5生活进行

报道的数量次之%奥运冠军具有较高的社会知名

度"同时也蕴涵着巨大的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

尤其在奥运年"冠军运动员受到社会和商业组织

的普遍青睐"频繁邀请他们参与一些公益活动&

商业活动"故
)**?

年&

)*")

年&

)*"C

年三年的

报道中公益5广告活动主题所占比例较高%

表
"

!

(南方都市报)奥运冠军报道主题分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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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分类 主题
)**? )**, )*"* )*"" )*") )*"! )*"> )*"# )*"C

总计 占比
I

专业主题
选拔5比赛5训练

C ) ) ) # ! * * " )" "*')>

)*'**

获奖5受表彰
"* " " * # * " * ) )* ,'+C

成长5生活
"" + ) ! "" ) " " # >! )*',?

个人主题
就业5创业实践

* * * " " " * " ) C )',!

C,'+C

娱乐5文化活动
") > * * + " " " " )+ "!'"+

公益5广告活动
)" # ) > "! # ) ) "! C+ !)'C?

事故5违反法纪
" * * " " " * * " # )'>>

社会主题 揭举5维权5官司
" * " ) ) " * * * + !'>" "*')>

运动员体制
) ! * * ! * " * * , >'!,

总计
C> )) ? "! >? "> C # )# )*# "**

!!

再进一步细分"在公益5广告活动主题中"

相较于公益主题"3南方都市报4更关注奥运冠

军参加的广告活动 !公益主题的报道
)*

篇"占

比
!*I

,广告主题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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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占比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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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方都市报4身为一家市场化报纸"除了考虑

到媒体的社会责任"在报道奥运冠军时还体现出

其商业逻辑和营利偏好%甚至"为了做好自身的

报纸宣传及销售"3南方都市报4也邀请奥运冠

军为报纸新版本&新读本的宣传助力"如 (奥运

冠军 !孙淑伟#说"自己看报纸"别的版面都是

一翻而过"在体育版停留的时间最长%这次来珠

海"他说是被 3南方都市报'珠海读本4扩版的

宣传语吸引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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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个人主题中" 3南方都市报4对奥运冠军

个人的成长&生活状态进行了较多报道%成长5

生活主题主要集中于
)**?

年和
)*")

年两个奥运

年"

)**,

年因是全运会举办之年也报道较多%

运动员从默默无闻一跃成为奥运冠军"很难不引

起媒体对其成长环境的好奇及对其生活状态的

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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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主题报道较少!社会主题报道最少

专业主题方面"由于不能凸出奥运冠军这一

新闻元素所具备的新闻价值"已卫冕的奥运冠军

参加专业活动往往不会作为媒体报道的重心%当

奥运冠军通过新的选拔或在新比赛中夺冠时"媒

体报道大多只是起到一种 (锦上添花)的告知作

用"如 3北京奥运跳水单人选拔赛最后一站今日

揭幕 郭晶晶领衔六奥运冠军出战4等,而当奥

运冠军未能通过选拔或者比赛成绩并不理想时"

媒体报道又透露出一种今不如昔的况味"如 3社

交过多 普通比赛累倒奥运冠军$$$奥运夺冠之

后首演 陈定仅摘得铜牌4等%

此外"3南方都市报4对奥运冠军的社会主

题报道最少"事故5违反法纪&揭举5维权5官司

这两个主题具有偶发性"故主题分布并无明显规

律,而运动员体制这一主题则有一定规律"虽报

道不多但集中于
)**?

年&

)*")

年奥运年和
)**,

年全运年之中%

)**?

年"3南方都市报4对奥运

冠军与大学体育教育的关系进行报道,

)**,

年"

围绕奥运冠军接受高等教育&退役后生育等议题

对运动员培养体制进行了关注,

)*")

年"开始

反思奥运冠军的奖励规则%

!Z!

!

报道角度

新闻的报道角度与报道主题虽有区别"但紧

密相关"后者为前者的形成和凝炼提供了可能%

在经过报道数量的积累及汇总之后"为构成 (一

致性的视角)即报道的框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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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南方都市报)奥运冠军的报道角度

报道角度 界定说明

事实界定
媒体对奥运冠军的群体特征&专业行为动态进行

认定和描述"反映该群体可能存在的问题

归因推论
媒体对奥运冠军行为产生的原因进行推导"即究竟

是奥运冠军的个人原因"还是由其他客观原因决定

介绍说明
媒体对奥运冠军群体及个人的个性&观念&专业外

的生活进行多方面的介绍&呈现"展示其多种角色

对策建议
对奥运冠军群体及个人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解

决办法

由图
)

可知"从介绍说明角度切入的报道最

多"共
"!)

篇"占总报道篇数的
C>Z>I

%3南方

都市报4对奥运冠军的个性&观念以及专业外的

生活进行多方面的报道"展示其多样化的人生角

色和不同场景下的个人风采%如 3陈小敏"奥运

冠军登上胸模大赛舞台4一文"介绍了悉尼奥运

会举重冠军陈小敏的工作和生活场景" (在奥运

场上"她是举重冠军"回归生活"她是生活的冠

军%一路行来"她辞职创业成立公司"从台前到

幕后再重回台前"登上 -曙光好丰韵第十届中国

胸模大赛.舞台"一路上披荆斩棘"让大家看到

了她的华丽转型"惊艳蜕变%)

*

"!

+

!"#$

!

%

&'()*

"#$%

+,-.

&&

%

&'()/

'"#"%

0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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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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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南方都市报)奥运冠军报道

角度分布 &

)**?

*

)*"C

'

从事实界定角度切入报道篇数次之"有
CC

篇"占总报道篇数的
!)Z)I

%3南方都市报4对

奥运冠军群体的群体特征&专业行为的动态进行

认定和描述"并反映该群体可能存在的问题%如

3奥运冠军"太短的商业保鲜期4"对奥运冠军参

加过多商业活动进行评价" (在奥运会上能让人

们注意到的&相对而言低参与度&低国际化的项

目"在一个奥运周期之后它的关注度会迅速降

低"相应的"这些项目运动员的商业价值就会大

打折扣%)

*

">

+

相比之下"以归因推论和对策建议为角度进

行的报道非常少"说明 3南方都市报4只偶尔对

奥运冠军行为产生的原因进行推导"或对奥运冠

军群体及个人可能存在的问题提供一些建议和改

善措施%即使报道数量较少"却也彰显了 3南方

都市报4对相关问题所秉持的严肃态度%如归因

推论方面" 3

#

位北京奥运会射击冠军目前仅收

获一枚全运金牌"很多人连决赛都难进$$$射中

奥运 脱靶全运4一文对奥运冠军难以在全运会

上取得成绩的 (怪象)进行分析" (其原因并非

-奥运综合征.那么简单%选手们的发言或许能

说明部分问题11思想上会有包袱"全运会赛前

夺冠的愿望比较强烈11奥运会后社会活动与自

己的事情太多"好几月没练"到了赛场兴奋不起

来11)

*

"#

+

%

3南方都市报4的主要报道角度 !介绍说明&

事实界定#数量变化趋势与其报道总数量变化趋

势大体一致 !图
!

&图
"

#"表现为
)**?

年&

)*")

年&

)*"C

年成为报道的最高点&中高点&

次高点"整体呈现出一个不规则 (

E

)的形状%

此外"报道角度与报道主题的变化特征也是相似

的"从而印证二者之间高度的相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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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南方都市报)奥运冠军报道

角度的数量变化 &

)**?

*

)*"C

'

!Z>

!

报道倾向

表
!

!

(南方都市报)奥运冠军报道

倾向分布 &

)**?

*

)*"C

'

报道倾向 篇数
I

积极立场
#" )>Z??

消极立场
+ !Z>"

中立立场
">+ +"Z+"

总数
)*# "**

报道倾向是媒体对于奥运冠军所持态度的直

接表达"体现在显性的用词或语义上"表达出较

为鲜明的价值立场"分为积极立场&消极立场和

中立立场%积极立场为以赞许&褒扬的语气进行

报道"使用倾向性明显的肯定性词语,消极立场

以批评&建议的态度进行报道"在语词使用上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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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出较强贬义或否定的意味,中立立场则是一种

客观呈现事实&评价中立&无明显褒贬味道的报

道态度%

由表
!

发现"3南方都市报4对奥运冠军的

报道倾向主要是持中立立场"占样本总数的

+"Z+"I

"其次是积极立场占
)>Z??I

"而消极

立场极少占
!Z>"I

%这表明 3南方都市报4对

奥运冠军的报道倾向"整体上是客观中立的"且

稍具积极意味%由图
>

可见"从
)**?

年至
)*"C

年"中立立场一直是 3南方都市报4秉持最多的

倾向%相关报道均不带感情色彩地呈现新闻事

实"由此构建的奥运冠军形象也是相对客观的"

这也符合这家市场化专业媒体 (立场中立)的一

贯定位%

3南方都市报4也对奥运冠军表现出相当的

积极倾向"尤其在
)**?

年&

)**,

年&

)*")

年&

)*"C

年四个年份"相关报道多表示出对奥运冠

军在体育赛事上取得成绩后的祝贺和喜悦之情"

多展现奥运冠军在专业领域内的不俗实力和在平

时生活中的性格阳光&关心社会等正面形象%如

3夺得奥运冠军后"你会变成什么样24一文对奥

运冠军徐莉佳给予的积极&褒扬性的人物特写描

述/(这位 -大满贯.得主的听力只有常人一半"

读书是她的爱好11她还喜欢古诗词"加上能说

一口流利的英语"能用英文写博客"这让她在中

国奥运冠军中别具一格%)(永远记住自己是从哪

里来的"记得最初的梦想是什么"要记得常把自

己 -归零.%这是徐莉佳的内心独白"她没有迷

失方向%)

*

">

+如此建构出一位看淡名利&不忘初

心&谦卑平和&戒骄戒躁"同时不断修炼自身&

矢志不渝奋进的阳光奥运冠军形象%

!"#$

!%&'

!%&!

!%&%

!%%(

!
"

% #% !% )% '%

#$%&

*

%

图
>

!

(南方都市报)各年度奥运冠军

报道的数量对比 &

)**?

*

)*"C

'

当然"针对个别奥运冠军的欠佳表现" 3南

方都市报4也相应地表现出消极立场"给予 (批

评性)评价"导致经其构建的奥运冠军形象趋于

负面%3酒"暴力"保安"奥运冠军4一文报道

奥运冠军&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孔令辉酒后与一名

保安发生纠纷一事"报道虽说 (不评判"只好

奇)"但 (为什么当年的国民偶像执教之后队员

成绩不佳"这些年自己还在场外频频生事2)的

描述中已经隐含了对这种自我膨胀&惹是生非行

为的质疑和谴责%3南方都市报4对少数奥运冠

军违法乱纪&招引事端行为的消极态度"仅对事

不对人"且只是个别情况"与其正面取向的中立

形象建构相比 (倒真未占据主流声音)

*

"C

+

%

!Z#

!

报道体裁

报道体裁是指媒体使用的报道形式"不同的

体裁形式适用于不同的主题和内容"其以一种显

性姿态表示媒体对奥运冠军群体的重视程度%主

要包括消息报道&通讯报道&评论5述评5访谈&

人物特写5专题报道四种文字报道形式"另外还

包括与之配合使用的图片&漫画等非文字报道形

式%比较而言"人物特写5专题报道和评论5述评

5访谈是更为重要的报道体裁"消息报道则次之"

而通讯报道介乎两者之间%

表
>

!

(南方都市报)奥运冠军报道

体裁分布 &

)**?

*

)*"C

'

报道体裁 数量
I

消息报道
!! "CZ"*

通讯报道
")! C*

评论5述评5访谈
"+ ?Z),

人物特写5专题报道
!) "#ZC"

总数
)*# "**

由表
>

&表
#

可知"以通讯报道体裁报道奥

运冠军的篇数最多"其次是消息报道和人物特写

5专题报道"评论5述评5访谈则最少%这四种报

道均在一定程度上使用图片或漫画等非文字形

式"以增强报道的直观性和表现力"特别是评论

5述评5访谈和人物特写5专题报道两种体裁"图

片&漫画的使用率高达
?*I

以上%

表
#

!

(南方都市报)奥运冠军报道体裁中

图片+漫画的使用数量 &

)**?

*

)*"C

'

报道体裁 总数 使用图片或漫画的篇数
I

消息报道
!! "* !*Z!*

通讯报道
")! C? ##Z)?

评论5述评5访谈
"+ "# ??Z)>

人物特写5专题报道
!) )C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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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各年度奥运冠军

报道体裁的数量对比 &

)**?

*

)*"C

'

分年度进行分析可知 !图
#

#"从
)**?

到

)*"C

年"每一年对奥运冠军的报道都是通讯报

道占据主体"尤其是
)**?

年&

)*")

年&

)*"C

年

三年"通讯报道均占其当年报道总篇数的
C*I

左右%消息报道体裁次之"这与奥运年中奥运赛

事的时效性直接相关"以消息形式能将赛事情况

及时&快捷地告知读者%人物特写5专题报道与

消息报道相差无几"其聚焦于卫冕冠军和新科冠

军个人"建构起这些个体的多样面貌%如 3小龙

出世/龙清泉成为穆特鲁淡出后男子举重
#C

公

斤级首个奥运冠军4这一人物特定报道"细致入

微地描绘了北京奥运会男子举重冠军龙清泉比

赛&训练时的认真姿态"以及平时生活中活泼&

阳光的性格%

>

!

结论与建议

整体而言"经 3南方都市报4建构的奥运冠

军媒介形象呈现出 (应时性)与 (个性化)的特

征%一方面"3南方都市报4对奥运冠军群体进

行了较为全面和客观的报道"因奥运冠军与奥运

年的直接相关性"建构出一个 (应时而出)的群

体形象"他们被关注&被赞扬"整体形象得到客

观&中立且趋于正面的显现%另一方面"在群体

形象之余"还活跃着一个个社会化&个性化的奥

运冠军个体形象%3南方都市报4重点关注奥运

冠军的个人主题"多从介绍说明角度"利用通讯

报道体裁"对奥运冠军个体的观念&个性&成

长&生活状态等进行多方面报道"展现其多样化

面貌%如此"奥运冠军的群体形象不仅被媒体宏

观勾勒出来"一个个具备共性但亦个性突出的鲜

活个体也被微观聚焦得以呈现%易言之"奥运冠

军在媒体上的形象"首先是一个符号化存在的应

时群像"但并非模糊不清&千人一面"群体之下

呈现出的是一个个生动活泼的个人形象%

这样的群体和个体媒介形象"与媒体的报道

紧密相关%对媒体来说"其本身的商业驱动&办

报方针&经营策略&自身定位等影响到奥运冠军

形象的建构策略%作为典型的市场化媒体" 3南

方都市报4自
",,#

年试刊时便显现 (彻底的市

场化)特征"至
",,+

年正式创刊时采取不同于

当时主流党报的 (另类)策略*

"+

+

"即遵循市场

导向来运营"体现出典型的 (市场导向新闻学)

!

J1/V49BG/6;40-%./01&6<S

#运作模式*

"?

+

"多年

来其重视公众声音&关注市场动向的商业化取向

未曾显著动摇%故而"在报道奥运冠军时" 3南

方都市报4更多关注奥运冠军的个人主题 !尤其

是商业广告活动#"它采用介绍说明的角度&秉

持中立立场&多用通讯体裁等报道做法亦属情理

之中%

虽然 3南方都市报4对奥运冠军群体的报道

相对客观和全面"但笔者认为仍有可以改进&完

善的地方%譬如"可进一步加强对有关奥运冠军

社会主题的关注"逐渐将部分报道的重点转向运

动员培养机制"为科学&健康&持续地培养奥运

冠军助力,在关心奥运冠军个人状态的同时"可

以适当&及时和敏锐地指出其可能存在的问题"

并加大问题分析&建议类报道的力度"为奥运冠

军群体提供更多的指导性意见和因应之道%相信

随着媒体报道理念和实践上的不断臻备"一个更

加全面&立体的奥运冠军媒介形象会呈现在我们

眼前"这既是对媒体在建构奥运冠军媒介形象中

发挥巨大作用的肯定"也是对包括奥运冠军在内

的体育群体&社会群体能被真实展现&正确认知

的期许%

参考文献!

%

"

&

!

沃尔特'李普曼
'

公众舆论%

J

&

'

阎克文!江红!译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C

$

""B")'

%

)

&

!

郭庆光
'

传播学教程%

J

&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

$

))>B)),'

%

!

&

!

张国良
'

二十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

J

&

'

上海$复旦

大学出版社!

)**!

$

>>*'

%

>

&

!

王莹!石岩
'

中国优秀运动员公众形象塑造的质性

研究%

-

&

'

体育科学!

)*">

)

>

*$

>,B#+'

%

#

&

!

张志安
'

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

K

&

'

上海$复旦

大学!

)**C'

%

C

&

!

卜卫
'

试论内容分析方法%

-

&

'

国际新闻界!

",,+

)

>

*$

#CBC*'

%

+

&

!

王朋进
'

-媒介形象.研究的理论背景+历史脉络和

发展趋势%

-

&

'

国际新闻界!

)*"*

)

C

*$

")!B")?'

"#



河
!

北
!

体
!

育
!

学
!

院
!

学
!

报 第
!"

卷

%

?

&

!

曾繁旭!戴佳!郑婕
'

框架争夺+共鸣与扩散$

[J)'#

议题的媒介报道分析%

-

&

'

国际新闻界!

)*"!

)

?

*$

,CB"*?'

%

,

&

!

张应昂
'

奥运跳水擎大旗
!***

市民齐登高迎接亚

运共度重阳%

(

&

'

南方都市报!

)**,B"*B)C

)

cA*)

*

'

%

"*

&

!

李海波!郭建斌
'

事实陈述
;<'

道德评判$中国大陆

报纸对-老人摔倒.报道的框架分析%

-

&

'

新闻与传

播研究!

)*"!

)

"

*$

#"BCC'

%

""

&

!

钟新!汤璇
'

政治竞选中全球议题的媒体议程分

析$基于1纽约时报2美国总统大选的气候报道研

究%

-

&

'

国际新闻界!

)*"C

)

>

*$

")+B">"'

%

")

&

!

\09S10F J'P/1S60

M

$

R%T1/GQ&1/626N196%0%21

P/1N9./4G[1/1G6

M

S

%

-

&

'-%./01&%2Q%SS.06N1B

96%0

!

",,!

!

>!

)

>

*$

#"B#?'

%

"!

&

!

江玲
'

陈小敏!奥运冠军登上胸模大赛舞台%

(

&

'

南

方都市报!

)*"CB*?B"C

)

@]*#

*

'

%

">

&

!

徐显强
'

奥运冠军!太短的商业保鲜期%

(

&

'

南方都

市报!

)*">B*>B")

)

@]*C

*

'

%

"#

&

!

#

位北京奥运会射击冠军目前仅收获一枚全运金

牌!很多人连决赛都难进(((射中奥运 脱靶全运

%

(

&

'

南方都市报!

)**,B"*B)"

)

AA)#

*

'

%

"C

&

!

酒!暴力!保安!奥运冠军%

(

&

'

南方都市报!

)*""B

*#B),

)

AA))

*

'

%

"+

&

!

张志安
'

新闻场域的历史建构及其生产惯习(((

以1南方都市报2为个案的研究%

-

&

'

新闻大学!

)*"*

)

>

*$

>?B##'

%

"?

&

!

苏钥机
'

完全市场导向新闻学$1苹果日报2个案研

究%

Q

&//陈韬文!朱立!潘忠党
'

大众传播与市场经

济
'

香港$卢峰学会!

",,+

$

)"#B)!!'

95&/

,

030(5%"#B"&:&;%#:30%3;0()1#+3&H4&

'

#()I/

,

4

7

3;

B"&4

7

3(50*&0#+(5B(5%#5%95&/

,

030

c3_: 310

M

B

=

6

!

7NO%%&%2-%./01&6<S10GQ%SS.06N196%0

"

(10

X

60

M

(%/S1&:06;4/<69

=

"

(10

X

60

M

)"**,+

"

QO601

#

9.0%:&;%

/

]

=

S49O%G<%2&694/19./4

"

N%09409101&

=

<6<10GS19O4S196N1&<9196<96N<

"

2/%S9O41<

8

4N9<%2

9O41S%.09%2/4

8

%/996S4

"

/4

8

%/99O4S4<

"

/4

8

%/910

M

&4<

"

/4

8

%/9940G40N

=

10G/4

8

%/9

M

40/4<

"

9O6<

8

1B

8

4/101&

=

4̂<9O4/4

8

%/9<%2_&

=

S

8

6NNO1S

8

6%0<

8

.5&6<O4G609O4!"#$%&'()&$'"

*

"+,-./,+

0

2/%S)**?

9%)*"C

"

16S60

M

9%260G%.99O4NO1/1N94/6<96N<%2_&

=

S

8

6NNO1S

8

6%0<

.

S4G616S1

M

4N%0<9/.N94G5

=

G%B

S4<96NS160<9/41SS4G61'RO4/4<.&9<<O%T9O199O4NO10

M

4<%2/4

8

%/9<

d

.10969

=

15%.9_&

=

S

8

6NNO1SB

8

6%0<609O4!"#$%&'()&$'"

*

"+,-./,+

08

/4<4091EB<O1

8

4G2419./4

"

/4

8

%/9<60_&

=

S

8

6N

=

41/</41NO

9O4

8

41V

,

9O6<04T<

8

1

8

4/6<S%/4N%0N4/04G15%.99O4

8

4/<%01&9O4S4<%2_&

=

S

8

6NNO1S

8

6%0<

"

4<

8

4B

N61&&

=

9O46/1G;4/96<60

M

N1S

8

16

M

0<

,

6094/S%2/4

8

%/910

M

&4<

"(

609/%G.N96%010GG4<N/6

8

96%0

)

1/4.<4G

S%<9

"

2%&&%T4G5

=

(

21N9G4260696%0

),

9O4%5

X

4N96;4N%0<9/.N96%0%2_&

=

S

8

6NNO1S

8

6%0<

.

6S1

M

4N%02%/S<

9%9O404T<

8

1

8

4/

.

<N%0<6<940904.9/1&

8

%<696%0

,(

04T<&4994/

)

6<9O4S%<9T6G4&

=

.<4G/4

8

%/9

M

40/4

"

10G.<4G4W940<6;4&

=

60N%S560196%0T69O

8

6N9./4<%/N%S6N<10G%9O4/0%0B94W92%/S<'R1V409%

M

49OB

4/

"

9O4N%0<9/.N96%0%2_&

=

S

8

6NNO1S

8

6%0<

.

S4G616S1

M

45

=

!"#$%&'()&$'"

*

"+,-./,+

0

O1<9T%NO1/B

1N94/6<96N<

/

%046<

(

N%094S

8

%/10469

=

)

%2

M

/%.

8

6S1

M

4

,

9O4%9O4/6<

(

8

4/<%01&6̂196%0

)

%260G6;6G.1&6SB

1

M

4'P%/9O6<04T<

8

1

8

4/

"

2./9O4/2%N.<60

M

%0<%N61&9O4S4<10G60N/41<60

M

/4

8

%/9<T69O<.

MM

4<96%0<

<O%.&G5469<2.9./4/4

8

%/9G6/4N96%0<'

<#

,

=(:+0

/

!"#$%&'()&$'"

*

"+,-./,+

0

,

_&

=

S

8

6NNO1S

8

6%0<

,

NO1/1N94/6<96N<%2S4G616S1

M

4

,

N%09409

101&

=

<6<

,

N%094S

8

%/10469

=

,

8

4/<%01&6̂196%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