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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的生死建构

媒介的生死建构

——讣告与讣闻报道的生死学解读

何仁富

摘要：讣告或讣闻报道是关于死亡信息传播的第一媒介，讣告虽然是在“宣告”

和“呈现”死亡，但同时也在建构死亡与生命，并由此而建构我们的死亡观、生

命观、人生观。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我们其实都生活在媒介所建构的生死

文化之中。由此，从生死学与媒介的关系角度，我们需要提出和关注媒介生死学

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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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死亡，现代社会呈现出双重遮蔽。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对死

亡有直接的、亲身的体验是极其罕见的，因为现代社会通过先进而复杂的医疗技术将绝大部

分死亡遮蔽起来了。医院像一堵墙，挡在了我们每一个人和真实的死亡之间。因为不管是基

于什么原因导致的死亡，最后都必须经过医院“抢救”、“治疗”并最后“宣布”死亡，同

时出具一份具有法律意义的“死亡证明书”。我们知道死亡发生了，在那堵墙里面；但是，

我们不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在怎么发生，因为我们被遮挡在墙外。另一方面，墙那边发生

的死亡又总是铺天盖地地以另外的方式不断向我们涌现，我们随便翻一份报纸，浏览一个网

页，很可能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与暴死、凶死有关的事故，有谋杀、自杀和灾祸的报道，当

然，还有作为专门的死亡报道的“讣告”及其他文字形式的死亡呈现。由此，我们似乎又知

道“死亡”存在，死亡就在那儿随时随地发生，但是，与我无关。因为我们生活在被媒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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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死亡意象中，而不是真实的死亡经验里。本文重点讨论与个体死亡密切相关的讣告这一

媒介形式，尝试从生死学的维度去解构和分析，讣告是如何在解构和建构我们的死亡与生命，

以便帮助我们形成相应的媒介素养，并通过这一具有生死学意涵的媒介素养，透过媒介提供

的死亡意象去建构我们自己的死亡态度和生命意识。

一、中西方讣闻的历史轨迹

讣告，又称讣文、讣闻，是人死后报丧的凶讯。“讣”原指报丧、告丧，也指死者亲属

向亲友及有关方面报告丧事的文书；“告”是让人知晓。简单来说，讣告就是告知某人去世

消息的一种丧葬应用文体。

在先秦古籍中，“讣”字多写作“赴”，或者说，最早只有“赴”，后来才有“讣”。

先秦已有报丧的礼制，相应的文字是“赴”。《仪礼·聘礼》云：“赴者未至，则哭于巷，

哀于馆。”《仪礼·既夕礼》中则有：“赴曰：君之臣某死。”郑玄注曰：“赴，走告也。”

由此可见，在最早的报丧中，“走”和“告”是同等重要的，因为古代通讯不如现在方便，

任何消息，当然包括丧亡的消息，都必须由专人千里迢迢地“奔赴”“告知”。所以，用以

“走”为意符的“赴”来表示“报丧”就是很自然的。《史记·周本纪》记载：“昭王南巡

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左传·侣公二十三年》记载：“凡诸侯同盟，

死则赴以名，礼也。”很显然，“赴告”似乎一开始就是用来“建构”死亡的。正由于此，

“赴告”还曾经被用作重要的外交和政治手段。《战国策·赵策三》记载：“周烈王崩，诸

侯皆吊，齐后往。周怒，赴于齐曰……”这里的“赴”，就已经不只是“报丧”了，实际上

更是对齐不臣态度的一种警告和通碟。由于交通变得越来越方便，原来的“赴”又被赋予了

新的内涵，于是，报丧的“奔告”形式逐渐被淘汰，人们开始认识到，有必要把这种特殊用

法的“赴”与表示“赶赴”的“赴”区别开来。于是，用言字旁的“讣”表示报丧就成为新

的选择。这样一来，“告诉”的意义得到突显，而“奔走”的涵义则被淡化。所以，段玉裁

曾说：“古文讣告字只作赴者，取急疾之意，今文从言，急疾转隐矣。”原来“赴”所包含

的“急疾”之义在“讣告”中变得隐而不显了。这是时代变化导致的技术和“媒介”演进使

然。表示报丧的“讣”大约出现在汉代，如班固《白虎通·崩薨》：“天子崩，讣告诸侯”。

意思是说，天子死了，要对全国各地的诸侯报丧。”又如王充《论衡·书虚》：“齐乱，公

掩，三月乃讣。”再后来，“讣”的意义又发展为“报丧的文字”，“讣”离它的前身“赴”

就距离更远了。而“讣告”也从上层社会逐步走向民间，成为专门的“死亡告知”文体。

20世纪初可以看作是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讣闻登报的开端。比如 1905年，《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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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刊登了一则消息：“讣闻登报，外国习以为常，今华报亦屡屡见之，可谓输入文明之现

象也。”《大公报》于 1906年 4月 7日刊登了天津第一篇现代讣闻报道，金融家严信厚去

世的消息[1]。此后，报纸上时常会出现名人政要去世的讣闻报道。但是，从 20世纪初到 20

世纪 80年代这段时间，都只能视作具有现代意义的讣闻报道的开端和萌芽阶段。20世纪 80

年代到 90年代，则是党报式讣闻报道独大的阶段，其报道对象以及模式都非常局限。

“讣告”在现代中国越来越成为一种“八股化”的“死亡通知书”。根据新华词典的解

释，讣告即是向逝者的亲友报丧的通知，文中多附有逝者的生平事略。《辞海》对讣告的解

释则更为简洁：讣告即报丧的通知。通常，是由亡者家属或所属单位组织治丧委员会向其亲

朋好友、共事者以及社会公众发布某人去世的消息，一般由治丧机构或死者亲属发布。讣告

可以是送达、张贴，也可以通过新闻媒介传布。写讣告只能用黄、白两种纸。通常，长辈之

丧用白色纸，幼辈之丧则用黄色纸。讣告的语言要求简明、严肃、郑重，以体现对死者的哀

悼。讣告的内容一般都包括：死者的姓名、身份、逝世的原因、逝世的日期和地点、终年岁

数、生平简介（有些还有功过评价），通知吊唁、开追悼会的时间地点，发布讣告人或团体

的名称及日期。从传统的讣告（以及墓志铭、哀祭文等）到今天媒体上的讣告及讣闻报道，

都是中国丧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亡者表达怀念、寄托哀思的一种特殊文体，而且

以“媒介即讯息”的方式在建构自己时代人们的死亡认知和生命意识。

在西方，据奈杰尔•斯塔克所著的《逝者之事：讣闻的艺术》记载，早在都铎王朝时期

（1485-1603），英国就已经开始有关于死亡的报道。由纳撒尼尔•纽伯瑞和威廉•谢法德出

版的《真实关系》新闻小册子，于 1662年刊登的一篇报道安德鲁船长阵亡的新闻，标志着

英国第一篇正规讣闻的出现[2]17。早期讣闻的报道风格普遍都比较严肃刻板，一般都以“身

故告示”的形式出现。随着人们对讣闻关注度的增高，讣闻报道在形式和风格上也迅速发展

成熟。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讣闻界内，英国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四大报《泰晤士报》、

《卫报》、《每电讯报》以及《独立报》一起掀起了一股报道的改革风潮。1986年，《每

日电讯报》将一种“实话实说”的写作风格带入了讣闻报道，提出讣闻作者署名这一要求，

还创新了一种恶搞“讣闻”。同年，《独立报》用插图讣闻挤进这场激烈的竞争，《泰晤士

报》也摒弃以前古板枯燥的讣闻的报道模式。两年后，《卫报》也加入了这场讣闻改革的大

潮[3]194-195。相比于英国，美国的讣闻报道起步晚一些，最早可追溯至 1704年，在美国还是

英属殖民地时期。美国历史上第一张连续出版的报纸《波士顿新闻信札》于 1704年 4 月出

版的第一期就刊登了一条篇幅简短的讣闻，报道了一位商人纳撒尼尔•奥利佛的死讯[1]。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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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纽约时报》也开辟了专门的讣闻版，现在的《纽约时报》讣闻版是少数可以与英国四

大报的讣闻报道相媲美的。除《纽约时报》外，讣闻版办得比较出色的大报还有《华盛顿邮

报》、《波士顿环球报》等。

总体说来，十九世纪是英美讣闻发展的盛世，报纸上几乎处处可见死亡场景的描写。二

十世纪因为战争频繁，讣闻反而沦为单纯描述亡故者姓名及其职业、生平、亲属的报道。到

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报纸的主编们在寻找新的编辑资源时发现，读者不仅对活人的生活很

关心，对死人的故事也很感兴趣。由此，美国和英国都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讣闻作者，讣闻版

的报道范围、写作风格等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创作出了众多风格多变、内容生动的现代

派讣闻。下面一则坦率地写出了一个女人的悲惨一生。

“我真可以写一本书了。”养大十三个孩子的她（多萝西·卡斯特尔）经常说。

她的女儿们鼓励她写作，但是太迟了。生育、照料这么多小生命夺走了她的健康。到了

不需要再当妈妈的那一天，她已经没了精力，也没了决心。最小的孩子还没出生时，她就开

始用酒精麻醉自己，暂时摆脱沉重的负担，也许还用它摆脱抑郁症的影响。一开始只是和朋

友聚会时偶尔喝喝，后来变成每天下午五点以后喝，最后整天泡在酒里。家人的干涉不起作

用。(《俄勒冈人》，艾米·马丁内兹)[3]216

二、英美讣告的生死建构

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的讣闻报道，它们的内容都极其丰富、生动。这种丰富性和生动性

不是丧主的“死”本身的直观呈现，而是透过“死”这件事而呈现出来的“生”的生动性和

丰富性。由此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衡量一篇好讣闻的标准就在于，它是否抓住了“生”，

而不是仅仅表达“死”。我们读一篇好的讣闻，绝对不会像读一篇干瘪的个人简历，而应该

是一篇高度浓缩的个人传记，是对逝者一生的概括，包括逝者的个性品质、人生趣事、特别

的习惯和爱好等。所以，讣闻尽管是在“死”后才说的，但着重叙述的恰恰是逝者生前的生

活，而并非死亡细节的报道。《纽约时报》副主编阿瑟•高宝对此有过相当精辟的论述：“一

则讣闻是一个人一生的概括，是他一生记录的最后叙述。所以，必须遵循公正、平衡、准确、

言之有据的原则。我们把讣闻看作简明的个人传记，对此人和其一生的解释。他的一生意味

着什么？他在市民中的形象是什么？他的答卷是什么？他在所有这些方面有什么创造？我

们努力地把他放在历史的环境中，放在他自己的领域里，看他对于那个领域里的人们意味着

什么……”[4]35 因此，讣闻根本上是透过“死”而实现的对逝者的“生”的建构，或者说，

是“生死建构”。做过十九年讣闻记者和讣闻主编的传奇人物吉姆•尼科尔森给《先上讣告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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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堂》的作者说：“我写过的讣告里，哪怕最差的一篇也比我写的最棒的调查新闻更有生

命力，会比调查新闻多活一百年。讣告写作绝对是我在报纸这一行做过的各类工作中最有价

值的，也许是我一辈子做过的最有价值的事。它改变了我，让我从一个愤世嫉俗的调查记者

多少变成了一个积极乐观的人。……重视人物性格和细节的讣告不是我发明的。你可以翻翻

旧报纸，十九世纪初的报纸上就有很长的讣告，写得文采飞扬，像哥特小说。那是真正的艺

术。我还读过一篇二十世纪早期的讣告，写的是一个女人。它花了很长篇幅描述她五岁那年

如何和杰斐逊总统一道进餐。像这种事，讣告里都会写。我们抛掉了这个传统。但是，美好、

平常的人生是值得书写的[3]135-136。”

（一）死亡的平等与人生的平等

讣闻本身作为重要的报刊新闻，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是十分沉闷、呆板也最难写活的新闻。

但是，讣闻的主人公是一个真实的人，他的一生不可能是沉闷、呆板、枯燥的，即使是再简

单的人生。这就促使讣闻作者们超越“死”本身，而从丧主的“生”当中获取写作的素材。

而这样一个过程，恰恰体现了讣闻的根本精神之所在，亦即对丧主的“生死建构”。这种建

构由于主要针对普通大众的死与生，所以充分彰显了死亡与生命的平常性。

在英美国家的讣闻报道中，“平等主义”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生死建构原则。一项针对从

1818年到 1930年期间美国 8000 多家全国或地区性日报的调查研究显示，美国人对待讣闻

的态度，根本上是建立在信奉“平等主义”基础之上的，人们对于“人人生而平等”的坚定

信念以及由此而有的对每一个个体生命价值的敬畏，使得美国讣闻的主角始终是普通人[5]45。

诚如吉姆•尼科尔森所说的：“大多数人很难想象为自己修理下水管道的人居然在一家大都

会的大报上占了二十英寸的版面，早年间，这种事更是骇人听闻。这个人不是市议员，不是

黑帮头子，只是个好父亲，好管子工，就凭这个竟然占了二十英寸。但我的职位让我有了这

份权力[3]136。”总之，把注意力放在报道对象的“个性”上，便可以报道出一个个独一无二

的人物。1999年初，美国《丹佛邮报》宣布开设讣闻栏目，其介绍如下：“每天都有人死

去，几乎没有人留意他们的一生。从今天开始，《丹佛邮报》将于每个周日刊载一篇为科罗

拉多死者所写的人物特写。《邮报》向您奉献由吉姆希勒执笔的讣告，描写全州范围内普通

人的生活，写出他们的不同凡响[3]159。”当然，在这些讣闻报道中所呈现出来的生死建构的

“平等主义”，实际上也是被选择和建构出来的平等主义，所报道的是“普通人”，却也是

被选择出来的“不普通”的普通人，因为并非每一个普通人的“死”都在讣闻中呈现出来。

2001的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的第四天，《纽约时报》就推出了《悲恸的群像》（《悲



何仁富：媒介的生死建构——讣告与讣闻报道的生死学解读

华人生死学，2023，（2）：14-30． 19

伤速写》）讣闻专题，以此来纪念该事件的遇难者。自推出后，每天刊载讣告，一直持续到

2001年 11月 30 日。

刊在这里的文章语言朴实，着力描写日常小事，家庭琐细。那个替女儿梳马尾辫的男人。

“梳得其实不……怎么……样”，他的妻子回忆道，“但他到底还是梳好了。”那个喜欢搜

集“毫无用处的青蛙形状小饰物”的女人，还有那个当天早晨离家前留下一张字条的男人。

“狗我喂了，鱼还没喂。”想出《速写》这种报道形式的《时报》编辑是三十六岁的克里斯

汀凯伊。她说，这种文章形式十分灵活，既可以适应版面的限制，又可以让记者在描述人物

时不把他们当成已经确定的死者。“有一点我们明确无误，”凯伊说，“那就是要从报社最

棒的员工中抽调人手，从事这项工作。很不容易，因为这样的人许多都去报道那个大新闻了。

但最后，我们还是做到了。”遇难者中有那么多好人：倾心的爱侣、为人父母者、提携后进

的前辈、善良的天使、少棒队的教练、总是满面笑容的工人、为老年人清理人行道的男人、

忠实的女伴……每一个细节都让人们更加牵挂他们的命运，为他们悲伤叹息[3]86。

这些关于恐怖事件遇难者的讣闻报道在美国引起了极大反响，并获得了 2002年的普利

策新闻奖。这些讣闻在那样一个悲剧事件后频繁出现，其生死学意义是十分鲜明的。一方面，

它们可以帮助抚平人们心灵的创伤；另一方面，可以引发人们对遇难者的哀思，缅怀逝者，

勉励生者重拾生活信心；而且，还可以启发人们对生命的敬畏和珍惜以及重新思考自己的生

活价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美国学者路勒对于《悲恸的群像》有这样的评价：“这

些文字所强调的人物和我们一样，这些故事使我们理解社会，赋予那些突发事件意义，解释

了那些无法解释的事情，重新证实了这个社会的价值和信仰，特别是这些价值和信仰正在遭

受挑战[5]45。”

（二）死亡的反常与人生的无常

所有讣闻报道，首先当然是关于“死亡”的，即使主要在说“生”也是因为“死”已经

发生。而在讣告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说明逝者的死亡原因。恰恰是对“死亡原因”的阅

读，我们可以从讣告中读出死亡的意外性和反常性。这里的“意外”是相对于人们所理解的

“老病死”的一般规律而言的死亡，而“反常”则是指死亡的方式、原因等等超过人们的日

常经验中对死亡的“一般想象”。

美国人迈克尔•拉尔戈花了十年时间对讣告中出现的“死亡原因”做了认真的统计，撰

写出《死亡大辞典》，其中列举了 19大类 307小类人类意外和反常的死亡。十九个大类包

括：最危险的路（死于交通事故）、最危险的生活（死于日常生活事件）、最危险的工作（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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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工作场景）、最危险的运动（死于运动过程中），还有最囧的、最雷的、最悲剧的、最意

外的、最暴力的、最变态的、最恐怖的、最无奈的、最古老的、最疼的、蠢死的、吃死的、

美死的、爽死的、热病死的等等。各种意外和反常是死亡，让人们在看到死亡的“必然性”

外又看到死亡的“偶然性”、“意外性”。作者在序言中就指出：死亡看起来很让人迷惑不

解：公园 1700年死亡证明里描述的死亡原因只有不到 100种，而现在则超过了 3000种。……

美国人死起来不挑地方，也不管当时手头正在干什么——2006年死了 240万人。……让人

感到奇怪的是，很多人被发现死于下列情况：在飞机上，在电梯里，被推过旋转门时，在滑

雪板上，在水床上睡觉时，驾驶出租车时，在一根绳子的末端，在便利店的柜台后面工作时，

大笑时，打嗝时，离婚中或离婚后，在夜总会跳舞时，或者是在教堂祈祷时[6]3。

下面我们从《死亡大辞典》中摘录一些统计数据和死亡原因的说明。

1965年以来，在酒吧里被杀死的人数 23,421人。1965年以来，起因于纵火的年死亡人

数 12,567人。每年在美国的购物中心死亡的人数是 11,345人。每年有 250人在露天小吃用

餐时死亡。2003年，有 24人死于吸入爆米花所产生的气体。——（参第八章“最意外的”）

——喝酒会死人，吃小吃也会死人；购物会死人，吃个爆米花也会死人。还有什么是可

以不“死”的事情呢？“死”就这样以你万万想不到的方式跟随着每一个人，如影随形。

每年有 25,000人死于暴饮酒水。1975 年以来，被报告的在美国餐馆噎死的人数：11,931

人。2001年以来，有总计 987名儿童在购买冰淇淋的时候死亡。1965年以来，因吃年糕导

致窒息人数是：1,601人。每年有超过 2,800人因窒息而丧生，而其中有 300 人是由口香糖

引起的，其中大部分都是 3岁以下的儿童。

由厌食症造成的死亡每年有 90,500人。2006年，全美国因营养不良造成的死亡人数：

31,018人。1970年以来因抽脂导致的死亡人数为 19,654人。

2004年，艾滋病在美国杀死 18,017 人，其中包括 17,934 名成年人和青少年，以及 83

名 13岁以下儿童。从 2000年到 2004年，美国共有 942人死于梅毒，有 10万名妇女因感染

衣原体而导致不孕，其中有 716人死亡。1850年以来，有 6,613人死于“西班牙芫菁”。每

年有 11,344名男性因为服用催情药物而死亡。美国每年有 3,761人在进行自体性行为活动时

死亡。每年有 919名妇女死于口交中和正常性交中形成的血液栓塞。1958年以来有 415人

死于精液过敏。……（参第十六章“吃死的”、第十七章“美死的”、第十八章“爽死的”）

——食色性也。饮食男女，是人类个体生命和种族生命超越死亡恐惧的两大本能手段。

因为吃，我们个体可以延续自己的生命；因为性，我们这个类可以延续生命。但是，却恰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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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些人或者“吃死”或者“不吃而死”又或者因“性事而死”。

死亡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死亡既具有必然性、绝对性，也具有偶然性、随意性。就其

作为每一个个体生命的最终“遭遇”而言，死亡的必然性和绝对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就

每一个个体生命在何时、何地、因何事、以何方式来遭遇这一最终“遭遇”，却又是非常偶

然和随意的。因为死亡并不是一个我们可以按部就班地去拜访的存在者，而是不期而遇、不

请自来的“荒谬性”存在者。所以，当我们说，我们需要为死亡做好准备时，也包括为这种

偶然性、随意性的死亡做好准备。这个“准备”根本上是提醒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是否可

以努力去避免这种“随机性”的不招自来的死亡。迈克尔•拉尔戈这样提醒我们：“……对

死亡的沉思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视角，使没有价值的事物更加微不足道。每一天都是一份礼物，

我们要在拥抱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同时享受它。拥抱一个人，闻一下鲜花，吻一棵树。的确，

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死——它写在人生的合同里——但是应该从一个健康的角度出发去看待

这个问题，我们不该老是故意地想着它。但，如果给你机会去避免死亡的随机性，你会接受

吗[6]4？”

三、中国讣告的生死建构

在中国现代独特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大部分时间，只有我们的党报才有权力刊登党和

国家领导人和国内的重要人物或影响大的人物去世的消息及讣告的，民间的讣告由于缺少搜

集很难保存下来作为阅读和研究对象，因此，我们今天如果要了解和理解现代中国人通过讣

告获得的死亡认知与生命意识，只能依靠官方的讣告。

新中国讣闻报道发展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 2000年之后，以讣闻专栏、专版的出现和普

通人讣闻登报为标志呈现出新的发展动向[2]12。尤其是 2001年辜晓进走访美国多家大报、详

细介绍美国讣闻报道的内容和操作方式之后，国内媒体对讣闻报道幵始有了一个全新的了解。

2005年 3 月，北京的《新京报》和武汉的《楚天都市报》先后推出了《逝者》和《怀念》

专栏。不久，《南方日报》、《西部商报》、《青岛早报》和《鲁中晨报》、《南方都市报》

等报纸上也纷纷开始出现讣闻报道。但是，真正能够坚持下来的却很少，也很艰难。作为刊

发讣闻报道的都市类报纸鼻祖《新京报》，2005年 3月 29日创刊《逝者》开始到 2007年 4

月，讣闻发稿频率在每周一期或每两周一期，但是在此之后，《逝者》版的出版周期明显增

长[7]。不过，《新京报》已算坚持比较久的开设讣闻版的报纸，半途而废的报纸则有许多[2]17。

除了报纸媒体之外，杂志也逐渐出现讣闻报道的内容。《三联生活周刊》、《财经》、《南

方人物周刊》等都开始刊登讣闻报道，挖掘逝者身上的故事。在涉及比较大的事件时，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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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日本地震、温州动车事故等，普通人有时也会成为报道的主人翁。《南方人物周

刊》的“逝者”专栏，是不定期刊发讣闻报道（大致每周一期），2017年总共刊发了 32篇，

每篇 1500 字左右。

（一）官方讣告中的标准人生像

我国官方媒体的讣告，更多地是注重政治人物去世的报道。这些讣告，往往会有固定模

式，并根据辞世者的级别和政治地位遣词造句，甚至对于不同级别还会限定字数的多少。二

十世纪 80年代，《光明日报》曾做出规定：副高职称以上人员逝世可以见报[8]。尤以《人

民日报》、新华网等党报党刊和各类政府机关媒体最为明显。比如，在报道省部级干部逝世

时，《人民日报》一般对正、副省部级有分别且固定化的版面安排：讣闻均放在第四版，但

正省部级配照片（遗像）一张（比如前面所引用的内蒙古自治区原党委书记王群的讣告就配

有遗照），后者（前面所介绍的其他各位领导的讣告）则无遗像。这样一种讣告，在形式和

内容上近乎“万能公式”，每次有讣闻刊发时，只需要将逝者的名字、官衔、获得过的荣誉

奖项等等换掉，即可成为一篇新的讣告。

传统的三段式讣闻报道一直被党报沿用至今，其结构一般为：（1）标题。某某同志逝

世；（2）首段。说明亡故者的身份、去世原因、时间、地点；（3）第二段。加上标志性的

一句，即某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中央哪些领导前去慰问和哀悼，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

映中央对于亡故者的态度。有时，这句话也不会出现，例如人民报前社长胡继伟同志的讣闻

中就没有这句“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4）末段。详细介绍逝

者生平履历，生前任职情况。

当然，这种追悼会新闻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它交代了基本的新闻要素，并提供了逝者较

为完整的生平信息，也借此建构了一种死亡立场和一个人的基本生命轨迹。就“生死建构”

而言，官方的讣告作为一种“媒介即讯息”意义上的媒介，其报道模式在解构真实的死亡事

件基础上，重新建构了一套关于死亡与生命的话语模式，这套模式传递给人们的相关讯息以

及要建构的“死亡态度”和“生命意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一个个体生命的死亡价值是与其生命价值成正比的，或者说是由其生命价值所决

定的。因为，只有在其活着的时候具有了相当的生命价值，一个人的死亡讯息才可以（或者

说才有资格）由官方媒体报道出来，为世人所知；如果你的人生没有展现出官方认可的那份

价值，你的死就只是一个“地方性事件”甚至只是一个“家庭事件”，而不会通过媒体报道

构成一个“社会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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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被官方所认可的生命价值，根本上是人的社会价值，而且是在“政治正确”前提

下的社会价值。因为，如果一个人政治不正确（至少在一个人死亡的时候），就意味着他的

生命是有“污点”的，这一污点不仅可能导致社会、国家事业的受损，也使得其本人的生命

价值受到损害；如此，其死亡讯息就不可能通过官方媒体以“讣告”方式发布。除非极个别、

极特殊的人物，或许会用简单的消息方式给予报道。

再次，被官方认可的人的社会价值，主要是通过其承担的社会职务、获得的社会荣誉来

体现的。因为，在共产党的价值观中，领导是为人民服务的。社会职务越高，代表一个人服

务人民的范围越广，承担的社会责任越大；获得的社会荣誉越多、越高，代表一个人的社会

贡献越多、越大。所以，在讣告内容中，突出叙述一个人的社会职务、社会荣誉，根本上是

在彰显共产党所主张的共产党人应该有的一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亦即共产党人应该

有的生命意识。

最后，官方媒体发布讣告的等级表明，讣告本身不仅是作为一种死亡讯息报道和报道死

亡的一种文体，而且也是作为一种生命荣誉颁发给死者及其家属的。因为作为全国性官方权

威媒体的报道，一方面表明逝者的人生价值是被官方肯定的，同时也通过这样的媒体报道，

使得逝者的生平业绩被更多人了解，成为超越其个人、家庭、单位的一种社会记忆；另一方

面，对于逝者家属来说，这样一份讣告，也是一个极大的心理安慰和哀伤辅导，逝者不只是

作为“家庭成员”和“亲人”，根本上也是作为一个“社会人”而存在的，其生命的传承和

延续也具有了更广泛和更久远的社会性。

被这样的讣告所解构并再建构出来的“死亡”，的确显得有些枯燥、单调、雷同、模式

化，人的生命也缺乏丰富性和个性。但是，在这里，死亡本身，就像生命一样，并不是只被

当做个人的事情，而是具有政治性、社会性的事件。政党通过官方讣告所要表达和呈现的，

或者说要建构的，就是一种政治化、社会化的“死亡确认”以及相应的人生价值。当然，就

一种死亡报道问题而言，这样的讣告的可读性确实比较差。不过，即使是在这样一种具有很

多束缚的官方死亡报道模式下，只要作者愿意和用心，也是可以写出比较具有可读性的讣告

或者死亡报道的。比如，全国好新闻获奖作品《金山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

1982 年 8月 17日）就是一篇具有巨大吸引力的讣闻报道。“记者用感情充沛的悼词，把逝

者的历史活动与人们对他的悼念巧妙地溶为一体。一改大段大段引用悼词的沉闷格局、固定

的模式和枯燥的语言，结构安排上别具匠心，产生了强烈的审美效果[4]4。”

（二）社会讣告中的生死众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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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社会报刊中的讣闻报道，每篇都有配图，标题和行文更加自由和平民化，或者由逝

者的朋友、逝者的亲人撰写，除了一般讣闻所具有的关于死者的姓名、岁数、生平等介绍外，

有更多个性化的、情感化的呈现，生命也更加鲜活，生命的价值在“讣闻”中得到彰显。读

这样的讣闻，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作为“新闻”的死亡报道了，尽管里面也有一半作为讣闻的

基本内容，逝者的姓名、年岁、人生经历、主要贡献等等，但是，讣闻的作者以真切的感情、

温暖的语言、典型的情节、直观的体验，在一千多字的短文中将逝者的生命“鲜活”地呈现

了出来，而且引发读者的共感。这是传统的官方讣告和讣闻报道中很难有的。这样的讣闻，

让人感觉到逝者的个体生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真切的而不是枯燥的，是神圣的而不

是机械的。甚至最后那只弥留之际抓在手里而早就不转的老旧手表所呈现的时间与逝者去世

的时间的关联，可以让人体验到“天人合一”的个人生死的神圣性，体验到超越于肉体死亡

直观性的死亡本身的神秘性。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讣闻报道也逐渐成为互联网世界的“新事物”。在互联网时代，

尤其是自媒体的发展，使得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被呈现、被关注，因此，互联网面前“人人平

等”便成为一种基本的价值信念。个体生命之间因为社会生命而形成的不同的阶层的固化，

在互联网面前被大大弱化了，讣闻对象的“大众化”也适应了互联网时代个体生命存在的新

特点。现实的人生是如此，作为生命存在一部分的死亡也是如此。由此，网络讣闻报道的“人

性化”，实际上是回归到生命存在和死亡本身的真理：作为人，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尤其

是在死亡面前。正因为这种平等性，每一个个体生命，不管是具有庙堂之上的高官还是生活

于世俗世界的凡夫，其死亡都是从“此岸世界”到达“彼岸世界”，都是与还继续生活于“此

岸世界”的亲朋好友幽冥相隔；与此同时，因为他们的生命不仅仅有社会生命，还有亲缘血

缘生命、灵性精神生命，他们都享有被亲人朋友想念、纪念、怀念的权利，特别是利用可以

突破现实空间时间距离的互联网，也可以借此突破阴阳两隔的时空距离，实现生者与死者的

幽冥感通。

近年来，伴随互联网突飞猛进的发展，“自媒体”成为了新的媒介弄潮儿。博客、论坛、

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对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发起了媒介权力的冲击。讣闻也有了全新的媒介

模式。自媒体上的讣闻，语言和内容上已经不再将“专业”作为自己的标准，而是将日常的

口语化表述直接呈现在媒体上，但是，作为“讣闻”，相关的主要要素都还是包含在内。而

报道对象则包罗万象，尽管多数为名人政要和普通百姓，但也有少数人发文悼念死去的宠物。

2005年 6月 5日，名为小狗舒卡的网友在天涯论坛发了一个帖子悼念因意外死掉的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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讣告

2005 年 6 月 5 日 20 时 45 分，小狗舒卡在散步回家途中因追逐小汽车，不幸被另一轿

车右前轮和右后轮连续碾过，小狗舒卡弱小的身躯在车下连滚几下，躺在地上僵直不能动弹，

被抱至路旁后，抽搐几下后断气身亡！享年 9 个月。

2005 年 6 月 5 日 21 时 50 分入葬完毕。特此通告！

没有尽到监护职责的舒卡爸爸

2005 年 6 月 5 日

互联网特别是自媒体时代的讣闻报道，其媒介属性带来的生死学意义巨大。

首先，因为自媒体操作上的简单方便和主动互动特性，撰写和发布讣告、讣闻已经不再

是某些“专业人士”和“专业媒介”的专利，而是成了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其中的“方便事

件”。由此，“死亡”就以“媒介即讯息”和“媒介是人的延伸”的双重方式，可以成为最

为大众化的话题和事件。而且，这一话题的对象已经没有了传统官方媒体的层级划分，没有

了“政治外衣”，而只是真实的个体生命，甚至是非人的生命。

其次，由于自媒体传播的时效性和扩散性，每一个人的死，哪怕是最偏远地区最平凡的

一个人的死，都可能很快甚至“瞬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事件。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在这

个被互联网链接为一个整体的世界之外，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死在这个世界之外——只要有自

媒体盯上了你。而要盯上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只是一个用心。相应的，每一个人也可以成

为死亡传播的参与者，成为讣闻的写作者和传播者，只要你愿意。

再次，正是由于自媒体和互联网具有超级规模的作者群体（理论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作

者）和强大的传播力，使得“死亡”作为严肃的生命事件的严肃性在相当程度上被解构了。

这种解构的结果是，每一个人可以随时随地接触到不知道是否真实、真诚、真切的“死亡”

讯息，“死亡”可能因此成为一个“随意”的生命事件。甚至不排除别有用心者所传播的虚

假信息以及故意为之的错误诱导。由此，媒介上的“死亡”与现实中的“死亡”可能成为完

全隔离甚至互相对立的生命事件。

最后，自媒体的传播效果也并非都只是消极的建构，也可能成为积极的“生死建构”与

生死教育的重要模式和载体。2017年 3月，台湾著名作家琼瑶通过自媒体发布的关于丈夫

“尊严死”要求不能得到落实的讯息，因为其名人效应和自媒体本身的传播特性，很快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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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地成为刷屏事件，从而完成了一次“尊严死亡”推动者们努力多年推动也无法实现的死

亡教育。当然，由于互联网时代的媒体传播所具有的独特生命周期性，“关注”的普遍性是

否能够带来关注的长期性，并转化为真实的现实效用，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议题。因此，

生死学研究者与生死教育的推广者，如何充分发挥自媒体的“媒介”效应，也确实是我们这

个时代必须要认真思考和实践的事情。

四、被语言重构所忽略的死亡与被关注的生命

从讣告中，我们发现，死亡是随时随地光顾我们的，所以，我们对于生活中的一切，切

不可只是“等待”，而是必须当下“行动”，就像一位讣告作家忠告的：“不要把你一直想

做的事情摆在那里”。从讣告中，我们也可以明白，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不容易的，每一天

的生活都可能是艰辛的，我们需要有豁达、幽默的生命态度去承担起上天给予我们的这副生

命应该承担起的责任。当我们能够随时保持幽默的态度面对生活，并同时把幽默的事情传递

给他人，我们就可以在生活中获得更多的快乐。

我们从讣告中可以明白，既然死亡无论如何都是要来的，而且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

来，那么，我们何不将当下的人生过得更加精彩一些呢？至少，我们应该过一种“值得被记

录”的生活，否则，当有一天要写我们自己的讣告时，我们拿什么东西来记录呢？所以，就

如讣告的撰写者们忠告的，无论你的激情何在，都要全心全意的拥抱这种激情，不要在乎别

人怎么想；活得有热情一点，至少每一天都多一些热情。同时，从讣告中也可以明白，我们

每一个人的一生都不是只为自己活的，也不只是靠自己活过来的。我们生活中的快乐与悲伤

都需要有人阅读和分享，我们生活中的经验和体会也都需要人感通和表达。在讣闻中我们可

以发现，那些停下来审视生活并表达感激的人，往往是活得最幸福的人。因此，我们需要从

现在开始，在生活中充满感激。

在讣告中，我们可以发现，讣告的主人并不只是大人物，而是每一个曾经活过的真实的

人。尽管讣告不能刻画出一个人生活的全貌，但是依然可以提醒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误，

无论多么有名或是被爱戴。作为人，大家都是人，没有什么不一样。因此，我们需要有更加

平实、平和、平等的心态去生活，去面对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人。尽管也有极个别自己给自

己写讣告的人，但是，绝大多数人的讣告总是由他人来完成的，而讣告中的“人生内容”则

来源于他的家人、亲人、朋友、同事等等。事实上，关于家人和朋友的回忆，是讣闻报道中

最容易被提及的内容。不管你完成了什么，你对待别人的方式和你被别人记住的方式是有很

大的关联。因此，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更加友好一些，因为人是活在真实的生命关系中的。



何仁富：媒介的生死建构——讣告与讣闻报道的生死学解读

华人生死学，2023，（2）：14-30． 27

讣告虽然是“宣告”和“呈现”死亡的，但我们读出来的却是真实的人生，感悟到的是

生死之间的过程与智慧。这就是讣告所具有的独特的生死学意义。正因为如此，我们甚至可

以提出和建构“媒介生死学”这样的交叉学科，以帮助大众在阅读像讣告这样的“死亡传播

媒介”时，可以有一种自觉的生死学意涵的领会。

“媒介即讯息”。媒介并不只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没有内容的“传播工具”、传播形式，

是被动地用来传播我们希望传播的内容的；相反，媒介具有主动性，它本身就是内容，并在

不知不觉中改变着我们的思想和生活。换言之，不同的媒介形态会形成我们对于自身和外在

世界的不同体验，这种对于我们“体验”的影响，比它所传达的特定讯息内容更为重要。按

照麦克卢汉的理解，传播媒介最重要的效果在于，它根本上影响着我们理解与思考的习惯。

如果我们从这个视角去理解我们随时阅读到的媒介中的死亡讯息，我们就不能只是简单地理

解为，媒体通过媒介在“客观呈现”某个死亡事件或死亡个体。不是！因为媒介不只是中性

的、客观的“传播工具”，“媒介即讯息”，它本身所呈现的内容是媒介操作者自己解构和

重构过的，而且会以这种呈现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对死亡、生命、人生等等体验和理解，并

由此不知不觉地建构起我们的“死亡观”、“生死观”以及“人生观”等等。换言之，我们

所理解的死亡、生命甚至人生，是被媒介建构起来的。在现代社会，正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新

闻和图片所组成的纷繁复杂而又普通平常的信息流，在重组我们的精神生活、情感生活甚至

日常生活，不管我们是抱着抗争还是接受的态度。

由此而言，就生死学和生死教育来说，在当代新媒体技术已经普及化的情况下，如何观

察传统媒介（以视觉为基础的）、现代媒介（以电视为代表）以及新媒介（以个性化的新媒

体为代表）各自呈现“死亡”的方式，也是我们必须注意的。在电视机前面长大的一代人与

阅读报纸杂志长大的一代人相比，其“死亡观”及生死态度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而现在在

互联网和新媒体陪伴下长大的一代，其“死亡意象”和“生命建构”又将有不同于大众媒介

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前辈们。

“媒介”本质上是人的延伸，是人与人及世界打交道所派生出来的“工具系统”。换言

之，媒介是人类器官延伸的一切工具和技术，广义的可以理解为人类所利用的一切工具。大

体上说，人类的自我延伸有三种。首先，人的身体器官的廷伸，比如，轮子是脚的延伸，衣

服是皮肤的延伸，住宅则是集体的皮肤的延伸。其次，是某种感官的延伸，比如，口头言语

是听觉的延伸，印刷物则是视觉的延伸。再次，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这是指现代电力时

代各种新兴媒介，如广播、电报、电话、电视等。这些作为人体延伸的各种媒介，都会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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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层面上影响个人和社会，大到一个国家民族主义的复兴，小到某种娱乐活动在不同文化

里会受到不同待遇。

如果依据这样一种广义的媒介视角来看死亡文化，我们便可以发现，在人类不同的时代，

实际上都在以不同层次和形式的媒介来传播死亡文化、建构死亡与生命观念。在传统社会，

尽管没有现代社会这么发达的基于“感官延伸”和“中枢神经系统延伸”的媒介，但是，人

们却以更加直观的“媒介”来传播对死亡的理解。比如，“寿材”作为一个“媒介”，它昭

示着每一个人的目的地，昭示着死亡的必然性、自然性、日常性、不可预知性，同时也建构

着人们面对死亡的基本态度和信念：死是我们每一个人必然到达的目的地，需要做好准备。

正因为有这样的“媒介”传播，一个家里的人、家族的人，都自然而然、不知不觉中认识了

死亡、接受了死亡。当然，传统社会这样的“死亡传播”的“媒介”并不只是“寿材”这一

种，其它诸如提前置办的“寿衣”、家庭家族的扫墓祭祀活动、人死后的殡葬过程和仪式等

等，按照麦克卢汉对“媒介是人的延伸”的理解，都是人面对死亡时的媒介传播，也以这样

的方式不断地建构着一个人、一家人、一族人甚至整个社会的死亡态度、生死信念。而且，

因为这些“媒介”作为人体的直接延伸，具有直观性、经验性、整体性，所以更容易影响个

体和社会，不像在印刷技术带来的文字符号传播，因为只是感觉器官非平衡的延伸，对于缺

少文化的人来说，还很难影响到他。当然，技术的发展是人类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人有智

慧。这也就意味着，作为“感官延伸”甚至“中枢神经系统延伸”的新媒介的产生是必然的，

而且其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刻也是必然的。

通过媒介，我们看不到死亡本身，也看不到作为死亡主体的生命本身。我们所能看到的

是媒介呈现给我们的文字和其他符号，以及由这些文字和符号建构出来的死亡与生命。就文

字与符号呈现本身来说，它是在解构真实的死亡与生命，因为只有解构了现实存在的死亡本

身，死亡作为一个事件、一个事实，才可能被文字和其他符号呈现。这是媒介必然的功能。

但是，解构本身不是目的，解构是为了重构，或者说，媒介通过解构真实的死亡事件，再以

文字重构出一个可以呈现出来的“死亡”，这就是媒介自身运作的过程。但是，我们作为读

者，作为媒介接受者，我们事实上还要通过媒介语言再次重构，才可能与已经发生的“那个”

死亡相关，否则，那些文字符号就只是文字符号，而不成其为“讣告”这样的死亡媒介。

当然，讣告或者说讣闻报道只是最切近的关于死亡的媒介呈现，是一个逝者作为逝者存

在的第一时间的媒介呈现，就像玛里琳•约翰逊的书名一样，逝者是“先上讣告，后上天堂”。

但是，媒介呈现死亡或者说“媒介中的死亡”并不只有讣告这一种形式。“死亡，对死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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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只是生命体从呼吸到静止的瞬间转变，并在静止的那个瞬间彻底完成其在世间所享有的权

利与财富、所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然而死亡本身还尚未结束，它需要为生者提供一个化解

死亡带来冲击的缓冲地带与缓冲时间[9]。”中华文明为这缓冲设计了很多方案，用高度发达

的文学体系支撑了生者从短期到长期对死者的哀婉与怀念，诸如挽联、墓志铭、行状、悼亡

诗、祭文等等。在西方文化中，也有诸如挽歌、哀歌、绘画等各种表达死亡主题的媒介形式。

至于在现代媒介发展中，影视作品、文学、音乐、美术、公墓园林等等，无处不可以呈现或

者说表现死亡。当然，讣告永远都是各种展现和表达死亡主题的媒介形式中的第一媒介。

由于媒介无处不在，它就是我们人体的延伸，我们几乎生活在“媒介”的包围中；而“媒

介即讯息”，它具有解构和重构的功能。所以，我们作为媒介的受众，必须要有一定的媒介

素养，要知道媒介之为媒介它的运作方式和特点，知道它所呈现的“死亡”是被解构后又重

新建构出来的死亡，我们必须有基本的批判意识和理性立场，当然也需要有相应的共情和同

理的能力，因为，毕竟死亡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亲自经历的。绝大多数讣告尽管是因为死亡

而存在的，却并无关乎死亡本身，而是关乎生命、生活。因此，我们需要在讣闻的生死建构

中读出自己对生命的领会，读出其建构出来的人生观、价值观、生命观、生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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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 from Obituaries on life and death

He Renfu

Zhejiang Universit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Absract：Obituaries, or obituary reports, serve as the primary means of disseminating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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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death. While obituaries may seem to merely “announce” and “present” death, they also

play a crucial role in construct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both life and death. In doing so, they

contribute to shaping our broader perspectives on life, death and the human experience. Whether

in China or the West, in traditional or modern contexts, we are all participants in culture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media’s portrayal of life and death.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fe and Death Studies and the media, emphasizing the significance of

studying the portrayal of media in life and death studies.

Keywords：Obituaries, media, construction of life and death, life and death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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