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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语境下纸媒退出的社交媒体
用户话语研究

陈曦林 张勇军

摘 要：近年来,纸媒休刊 / 停刊的消息不断传出,讨论纸媒能否存活以及存活多久意

义不大。 究其根本,纸媒难以为继源于用户的选择。 以新浪微博和知乎平台上自 2017 年 1
月 1 日到 2017 年 12 月 31 日社交媒体用户关于“纸媒退出” “报纸停刊”的热门微博和热门

评论作为样本,结合纸媒经历的移动互联网时代静态语境以及社交媒体中特有的网络文化

动态语境进行研究,可以探索传统纸媒“为何” 退出的深层次原因以及勾勒出纸媒“如何”
退出的路线图。 考察用户语言的文本构成与话语实践,能够发现读者话语背后广阔的社会

历史空间与意蕴。 针对纸媒存在的问题,可以引入广义新闻、积极使用移动互联网、虚拟现

实、增强现实等新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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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移动互联网语境下的“报纸危机”

移动互联网是指互联网的技术、平台、商业模式和应用与移动通信技术结合并诉诸实践活动的

总称。 以手机为中心的移动智能设备,成为“万物互联”的基础,移动互联网服务场景不断丰富、移动

终端规模加速提升、移动数据量持续扩大,为移动互联网产业创造更多价值挖掘空间。[1] 从传统意义

上来看,一般谈到报纸休刊、停刊的时候,更多将其归因于行政干涉,极少涉及市场因素。 而在移动

互联网语境下,面对新媒体的技术冲击,纸媒的内容、版式、编排等优势被新媒体覆盖甚至超越。 另

外,新媒体应用的新型商业模式和组织管理方式让其具备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吸粉” 能力和盈利

能力。
报纸作为一种传统、经典的信息传播途径,并不一定会快速消亡,尤其是结合中国的国情,报纸

扮演着无可替代的宣传和意识形态教育角色。 但报纸受众数量和利润呈断崖式下滑,是无法回避的

现实。 目前,中国的纸媒依然奉行着“二次售卖”的盈利模式,广告决定着一家报刊的生死。 但是,各
类新媒体的出现,逐渐蚕食着传统媒体赖以为生的广告。 可以肯定的是,社交媒体平台在移动设备

上的快速扩张,以及更快的互联网接入和更复杂技术的出现,已经使许多人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了

根本转变。 报纸的生存境况只会越来越难,选择退出的报纸也将越来越多。
在笔者统计的 2010—2017 年停刊的 41 份报刊中,都市报共 23 份(56% ) ,军报 7 份(17% ) ,专

业报 7 份(17% ) ,行业报 3 份(7% ) ,生活报 1 份(2% ) 。 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在报业危机中,受影

响最大的是都市报。 都市报面向城市读者,报道的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社会新闻、娱乐新闻及生

活资讯等软新闻。 而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环境下,新媒体得到蓬勃发展,各地发生的大

小新闻在社交媒体上可以得到多角度、实时、多媒体合作的传播,而社会新闻和娱乐新闻更是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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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拿手好戏,我们熟悉的微信朋友圈和微博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传播着这类信息。 由此可见,都市报

在都市市民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完全被新媒体覆盖和超越了。 都市报在新媒体的冲击下,由于内容原

因和市场竞争,面临着最为惨烈的停刊危机。 而军报由于军队改革的不断深入,处于逐渐式微的境

地。 行业报和专业报往往面向的是特定群体,本来受众范围就相对狭窄,再加上定位不清以及内容

可替代性高,造成广告量减少,甚至入不敷出,停刊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研究概念及研究方法

(一)研究概念

“纸媒退出” “纸媒停刊”正如字面含义所示,意味着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媒介自发或者被迫退

出媒体行业。 其中,纸媒自发退出媒体行业,包含着积极的应对态度,存在着转型求生的态势或者破

产保命的退路。 而被迫退出,则意味着因违背市场规律惨遭淘汰或因行政指令被迫退出。 “退出”又

可从动态和静态两个角度进行阐释。 从动态角度来看,理解着重点在于“纸媒”正在经历着由衰落到

坠落的态势,以及在此种态势中行为主体呈现出来的具体表现和动作。 从静态角度看,理解重点则

在于“纸媒退出和停刊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和机制” 。 笔者以受众的角度,通过研究其在社交媒体上针

对“纸媒退出”做出的评论和看法等话语,试图结合社交媒体语境探索受众眼中纸媒“为何”退出的

原因和纸媒“如何”退出的路径。
广义的受众指信息传播的接收者,微观的受众则指报刊和书籍的读者、广播的听众、电影电视的

观众、网民等。 在本文中,受众特指“新浪微博”用户和“知乎”平台用户。 新媒体语境下,传统媒体

垄断信息的特权不再,普通网民的话语空间得到释放,社交媒体传播影响力显著提升,已成为互联网

媒体中最为流行的媒体类型之一,凭借用户基数大、信息传播快、互动功能强等特点,成为网上内容

传播的重要力量。
(二)抽样方法

笔者采用话语分析的质化研究方法,分析的对象主要包括笔者从新浪微博以及知乎平台搜集到

的热门微博、热门评论、热门回答等。
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的便利性为我们利用社交媒体收集其用户的评论和意见提供了可靠的新

途径。 本研究是事后回溯性研究,因此采用社交媒体搜索引擎检索资料。 研究时段选定为 2017 年 1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 以“报纸停刊”和“纸媒退出”为关键词使用新浪微博进行高级搜索,
类型选择为“热门” ,搜索出热门微博 8 条及相关热门评论 203 条。 为提高抽样可信度,使用同样方

法在知乎平台搜索话题(由于版面限制,知乎只截取重要文本段落) ,搜索出 9 条热门帖及相关热门

评论 80 条。 手动剔除重复、谩骂、广告、水军及不相关帖子,并结合笔者语境性理论路径,充分考虑

评论所具备的代表性,选择互动频率、点赞数、转发数高于 10 次的评论,得到微博样本数 28 条,知乎

样本数 25 条。
(三)话语语境与话语建构

布格兰德和得斯勒,认为话语是一种“交际活动” ,必须具有七项标准：衔接性、连贯性、意向性、
可接受性、语境性、信息性和互文性 。̀ 这七个因素成为话语分析重点考虑的问题,不同的研究目的可

能针对一个或几个因素进行分析。 其中,语境性是指话语的意义如何在语境中制作、传达与获得,分
为直接语境、文化语境、社会语境,直接语境主要指情景语境,它决定了语义系统的概念意义、人际意

义、文本意义。 而且,社会文化、历史以及性别等语境性因素对话语制作与理解也产生巨大影响。[2]

在言语活动中,沟通交流的双方无时无刻不处于一定的环境之中,即语境。 语言学家对于语境

有两种不同的解释角度,即动态语境与静态语境。 静态语境是能对言语者产生影响的各类背景信

息,包括时间、地点、社会环境、文化传统、教育程度、素质涵养等。 而身处互联网时代的社交媒体用

户,对于传统媒体的“退出”和“停刊”呈现出冷漠、消极甚至戏谑式的语言特点和趋向。 动态语境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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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双方言语沟通是在实际交流过程中通过认知环境重新建构的,呈现出一问一答的螺旋上升式特

点。[3] 在实际交流过程中,交际双方不断地交换彼此的交际动机、情绪、不断萌发的新想法、交际需要

等,再重新构建自己的话语结构。 在新浪微博中,由于其用户特质,缺乏有效的理性探讨,多为自我

观点的贩卖,大家各执一词互不谦让。 在具体的言语和文本没有进入语境之前,其意义多是抽象、概
括、难以理解的。 而一旦进入实际交流的动态语境,结合静态语境,即可显示出话语具体的、特指的、
实际的意义。 本研究尝试结合语境,通过新浪微博和知乎问答等社交媒体中纸媒受众的相关话语,
勾勒出纸媒“为何”和“如何”退出的图景。

在社交媒体中,交际双方除了被常规的语境所影响,还受到特殊的互联网文化的制约,也就是说

使用社交媒体自成一派的语言。 交际的双方有许多约定俗成的对话前提,使用尽量简洁的言语,甚
至用图片和表情包表达自己的观点。 另外,由于交际是关于说话者和听众对于所传达的信息的处

理,语境也相应具备两大功能,即制约功能和解释功能。 制约功能指的是语境对语言表达的影响和

作用,它针对说话人而言。 解释功能指的是语境对于话语的解释和说明作用,它针对听者而言。 因

此,对于说话人生成的话语,其受到社交媒体发言和传播规则的限制,因此与口头话语和书面话语呈

现出不同的特征。 而听者则需要结合特定的社交媒体语境,通过一定的推理机制进行理解,灵活地

处理交际双方的语言表达,才能获取说话人所传递的信息与深层交际意图。 从这个意义上看,语境

性建构了话语。
1. 通过对语境性的把握,建构完整的言语表述

人们在日常交往中经常有着约定俗成的经济原则,一句话并不按照严格的语法规则说出来,常
常会省略掉一些字词信息,但并不会因此影响整句话的表达意义。 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中,大量充斥

着网络语言的应用。 网络语言伴随着谐音、方言、外语的使用,部分源自社会热点事件,言语者在建

构话语时力求简便,以追求个性,并以此区别分属不同群体的“他”和“我” 。 结合语境,才可补足信

息,了解上下文和内在含义。
2. 通过对语境性的把握,建构形象的表述

事物间的联系复杂多样,但呈现的方式却比较单一。 通过直白、简单的言语输出是有很大局限

的。 形象性信息是“凭借观点、知识、经验、体验、感受,按照形象信息的内在联系,同意境和谐统一的

轨迹,把各种具有不同质的形象性信息有机地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有新义的意象” 。[4] 采用形象的表

述,能把原本抽象、深奥、复杂、难以接受难以描述的事理、情状,转化为浅显、形象、生动、易懂、易接

受的东西,为话语的理解提供便利。[5]

三、社交媒体用户的框架建构及其话语实践

本节主要讨论纸媒危机的话语建构过程,探讨社交媒体用户如何通过话语建构“纸媒退出” “报

纸停刊”的危机,在建构过程中使用何种框架和话语,不同的框架和话语如何呈现危机、应对危机。
按照恩特曼的研究,话语等的框架主要有四种：界定问题、因果解释、道德评价和处理建议。 结合笔

者对于“纸媒退出”危机的研究以及社交媒体用户的讨论,笔者选取原因认定框架及对策建议框架。
原因认定框架：主要用来解释危机发生的原因,包括内部框架及外部框架两种次级框架。 内部框架

主要将危机发生原因归于纸媒内容硬伤和体制僵化;外部框架将纸媒危机归咎于时代之殇、媒体竞

争等。 对策建议框架：即对危机处理和应对提出对策建议,包括发展思路(转变思路 / 精英路线)和具

体措施(抛弃载体)两种次级框架。[6]

(一)关于纸媒“为何”退出的危机原因认定框架及话语实践

通过样本分析,笔者发现知乎用户对于纸媒退出话题的论述较为全面、深刻,就某答主的单个回

答即可厘清关于纸媒的现实状况、问题发生原因及未来思考。 而微博就纸媒退出话题的评论较为碎

片化,更多的是个人情感和感受的描述,需要结合社交媒体发展、纸媒衰退的静态大背景,以及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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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跟帖、讨论的动态语境,才能够准确判断评论的情感倾向和深层意义。 具体来说,纸媒受众对于

“纸媒退出” “报纸停刊”的原因可以概括归纳为四种因素：
1. 时代之殇

所谓时代之殇,即是传播由传统媒体时代进入新媒体时代,随之而来的是信息生成方式、传播方

式以及受众阅读习惯的改变,使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媒体无法适应新的媒体时代特征所引发的一系

列风险和问题。
微博文本“报纸这种在移动端时代显得过于僵化的信息服务模式,正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这是

信息发展的必然趋势” ,笼统地阐释了纸媒由于依然沿用以前老套的信息框架,如今已经无法适应受

众的要求。 知乎文本从具体、现实入手理清报纸为何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变得落后：“纸媒是属于上个

时代的信息结构,这种信息结构已经被移动互联网以更先进的生产力和更集中的资本力量联合摧

毁” ,并且“现在人太浮躁难得静下来,看看速成以及肤浅的信息就可以满足” 。 结合静态语境进行

解读,手机阅读新闻变得十分普遍,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读者购买报纸的行为,纸媒面临着来自新媒体

和受众的压力,造成了纸媒在新媒体时代的窘迫境地。 很大程度上,新媒体发展迅速,网民规模扩

大,导致纸质报刊的受众量减小。 而在时间、精力和环境下,新媒体比较适合新时代下受众的需求,
显然纸质报刊衰败趋势十分严峻。 知乎文本提出未来展望：“任何媒体,任何形式的媒体,在不同时

代,必须要产生其适用公众需求的新特征” ,即是受众对于纸媒遭受时代之殇的解读。
2. 市场竞争

微博用户论述了自己对于纸媒退出的实际感受：“手机实在太方便,APP 足够多,免费,最重要的

是自己时间太零碎” “现在新闻 APP 这么多,看新闻还给红包,谁还花钱买报纸啊” 。 知乎文本试图

从市场竞争角度进行分析：“大部分人有信息可看就行了,并不想为更高质量的文章付钱” ;“杂志小

说纸质版的东西大都要付费,而且价格是电子版的几倍” 。 结合纸媒退出的背景及评论动态语境进

行分析,随着数字技术在媒体领域不断发展和应用,多种形式的媒体获得了充足的发展,在市场上呈

现出齐头并进的态势,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依然沿用白纸黑字的表达方式,与其他媒体更为先

进、便利、廉价的表达方式相比处于绝对劣势。 纸质报刊在形式上属于文字类,相比广播、电视在听

觉和视觉方面不占优势。 在传媒业快速发展时期,广播和电视大幅度改版,广播打造听觉上的共鸣,
电视打造视觉上的盛宴,毫无疑问会影响纸质报刊。 尤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移动端的社交媒体,集
文字、图像、音声、视频于一体,报纸与之竞争不占优势。

另外,也有微博文本阐述自己的经历：“今天心血来潮,在报摊上将《北京青年报》和《南方周末》
各买了一份。 前者 10 分钟翻完,后者整整看了一个下午。”结合语境分析表明报纸期刊之间也存在

激烈的竞争,由于它们质量参差不齐,内容质量不高的报纸杂志自然会在激烈竞争中淘汰。
3. 内容硬伤

微博文本阐述道：“报纸里相当大一部分都是广告,新闻时效性也没了” “除开广告全是政治新

闻,而且还是昨天的,时效性太差,跟不上节奏” 。 实际上,互联网拥有受众所需求的海量信息,并能

够通过网络进行实时传播,而纸质报刊由于新闻的采写和传播需要一定的流程,则相对滞后。 总而

言之,网络媒体对于受众来说更加的方便及实惠。
知乎文本则深刻解析纸媒内容上存在的硬伤：“互联网移动化阅读,为读者提供了多元化的可供

选择的内容” ,而纸媒“内容不行,质量上不去,成本下不来,速度比不上,图文加互动反馈转发不如新

媒体” 。 互联网涵盖信息量非常庞大,每天要处理和传播海量的信息,网络媒体几乎可以完完整整地

还原信息的来龙去脉,而纸质报刊由于其信息处理框架只能选取有限的切入角度,同时由于版面的

限制,只能在有限的版面上呈现有限的信息。
4. 体制僵化

微博文本表示“报纸都是摊派的,不得不买”指出媒体的经营管理常被作为“政绩”一样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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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很多报刊的发行量依靠各种摊派。
知乎文本进一步深挖出纸媒最大的问题———体制僵化：“这么不堪一击,归根结底是媒体内部制

度的问题太多” 。 另外,“一个行业的衰落,必然是顶尖人才的流失造成的” 。 体制内的媒体记者和

编辑,收入较独立经营的企业较少,面临媒体危机时,很多人更愿意选择跳槽。 同时“很多媒体机构

其实是一个极为封闭落后的圈子” ,观念故步自封,难以接受新鲜事物,制作的产品和内容不够好,也
不容易受到用户认可。

当前国内媒体面临着新闻媒体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媒体融合不断加深、媒体生态日益复杂等新

形势。 尤其是移动互联网背景下,不断有新媒体涌现发展,其介质渠道、盈利模式、人才队伍等方面

与传统媒体有着很大的不同。 传统媒体的现行制度与这些新形势不相适应,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
(二)关于纸媒“如何”退出的对策建议框架及话语实践

目前看来,传统纸媒主要采取的危机应对策略是两微一网一端,试图通过这些途径来寻找连接

用户的手段。 但是通过实践发现这些手段收效甚微,即使能够赚钱,也无法支撑庞大的媒体机构。
相反,一些原来供职于媒体的优秀内容创作者,通过微信公众号或新浪微博进行内容传播,短时间内

就收获了大批拥趸,赚了个盆丰钵满。 面对这样的危机,庞大的媒体机构在没有底气继续探索生存

之路的情况下,选择主动退出也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具体来说,本研究的样本受众讨论纸媒“如

何”退出的路径可以归纳概括为下列三类(此处笔者仅探讨承载信息的“纸张” 载体,而不探讨“报

纸”所属的媒体企业和组织机构) 。
1. 转变思路

转变思路即重新定义纸媒自身角色定位,传统媒体的经典定位包括“信息提供者” “宣传者” “教

育者” “监督者” ,这些设定随着互联网时代的不断发展而随之土崩瓦解,微博文本提出了转变思路

的想法：“需求永远在那,重要是改变信息传播的模式,让用户更好地接受” “现在是移动互联网时代

了,大家获取信息来源变得更加多元了,传统媒体该改变一下思路了” ,结合纸媒退出背景来看,笔者

认为受众(更确切地说是用户)能否买账成为纸媒生存的关键问题。 同时,微博文本也分享了纸媒转

型的情况：“杂志也开了官博公众号,而且也会发售电子版,其实已经是在转型了” 。 知乎文本则进行

纸媒退出路径的讨论：“我认为绝大多数的传统媒体会彻底消失,少数存活着可能依靠强大的信息处

理能力而创造出不输给社交网站与搜索网站的精准内容,或者通过和社交网站与所搜网站的暧昧关

系在夹缝中生存……要把媒体视为一种服务,而不仅仅是一种产品”或者是“用最低成本、甚至是零

成本获得有价值信息,这是互联网时代消费者行为模式的转变” ,即知乎用户认为把媒体定义为服务

提供商,而不是信息或者产品的提供者。
从文本我们得到启示：用户的需求决定着媒体的生死,媒体呈现的内容及其发展的方向。 在用

户已经被互联网深度影响和赋权的新时代,对于纸媒而言,深入地了解用户,转变思路,不失为一种

好方法。
2. 精英路线

微博文本表达了支持纸媒的情感倾向：“真是不理解,报刊亭、传播文化和书香的媒介,不应该保

留么” 。 知乎文本认为导致纸媒式微的主要原因是信息接收终端的大变革,导致阅读习惯的彻底改

变,纸媒仅仅提供低端粗略的信息拼不过新媒体,文本中“我相信传统纸质媒体还是会有它的一席之

地,只不过单位缩小,逼格更高”表明样本用户对于纸媒的发展抱有信心。
另外知乎文本讨论了纸媒走高端路线的具体路径：“互联网时代让低端的资讯都变得不值钱了,

中低端读者刷刷网页就能满足资讯的渴求了……走精品路线,高逼格,笼络住高端读者。 要高质量

的文章、有态度的评论、各种独家爆料才行……报刊运作成本提高,售价提高,定位全面提升,服务小

众高端付费用户。”结合中国国情,纸媒中的党报和机关报等作为党和国家的喉舌,是宣传政党的纲

领、路线和政策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工具,政商界高级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常常通过它们得到对自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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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信息。 深度报道和考究深刻的文字表达仍然被有时间、有精力、有情怀和深度思考需求的精

英阶层所需要。
“把即时性的消息转交给新媒体,将深刻的反思留在纸面上。 这应该就是信息碎片化的年代,纸

媒的出路吧。”新媒体擅长的是碎片化、娱乐化、肤浅的即时性的消息,对于纸媒,样本文本认为走精

英路线在未来仍有前景,拥有深厚历史底蕴和一整套新闻生产和传播标准流程的纸媒一定程度上具

有不可替代性。
3. 抛弃载体

微博认为“改做电子报就好了,干吗停刊”也是纸媒的一种出路。 纸媒的载体———纸张使其信息

传播受到诸多限制,它属于上个时代的信息结构：内容采集、生产加工、组织呈现和分销一体化。 知

乎文本则对纸媒的新载体展开畅想：“未来在哪里? 在新的平台和渠道,微博、微信、今日头条、腾讯

新闻、读读日报已经发生,虚拟现实新闻还在路上。”同时,知乎文本指出了纸媒载体的局限性：“整个

纸媒产业链都属于粗放型产业,造成大量的木材、水资源浪费以及废弃物污染和水污染” 。 很明显,
这种产业结构已经被移动互联网以更先进的生产力和更集中的资本力量摧毁。 这种摧毁是不可逆

的,也反映了民众在当下的实际需求。
另一方面,知乎用户分享了自己对于新载体的感受：“随着手机尺寸的变大和 4G 的普及,从便携

性、容量方面,也是手机比纸媒更强。”的确,新闻 APP、电子刊物,这些电子工具携带方便,随时能够

获得最新的网络资讯,使得许多用户开始改变自己的阅读习惯。 相比之下,纸媒原有运作模式(采

编、制作、发行、销售等)已经跟不上发展节奏,涉及利益环节太多,远远被资本大量涌入的信息技术

产业的进化速度甩出好几个数量级。 知乎用户为这种困境提供了解决思路：“如今的媒体早已不必

拘泥于是否发行纸质介质,砍掉最重的部分,轻装上阵,与网媒拼文章深度。”对于这个想法可以参考

《纽约时报》的收费墙制度,虽然把原有的高忠诚度读者转移到了到移动终端,但是新闻事业一样能

做到保质保量。
笔者认为许多纸媒在资源方面有不少优势,如果能在这些优势完全丧失之前革自己的命,充分

利用之前积累的线下流量,专业的媒体人才,相信是可以华丽转身的,毕竟不管是纸媒还是新媒体,
好的内容才是生存之道。

五、结语

笔者以话语分析的语境性为理论出发点,通过社交媒体用户对“纸媒退出” “纸媒停刊”话题的

看法和评论,结合纸媒经历的移动互联网时代静态语境以及社交媒体中特有的网络文化动态语境,
试图探索传统纸媒“为何”退出的深层次原因以及勾勒出纸媒“如何”退出的路线图。 分析发现,时
代之殇、市场冲击、内容硬伤、媒体竞争等因素共同交织在一起,基本上诠释了传统纸媒为何“退出”
的缘由。 而社交媒体用户对“纸媒”退出主要有两大诠释,一个是纸媒将不复存在,完全由新媒体所

取代。 另一个是纸媒退下主流媒体的舞台,要么作为小众的、精英的高端读物,要么放弃“报纸” 载

体,转而成为内容和服务提供商,但是前提必须是传统纸媒转换思路,奠定以受众为中心的运营模

式。 总之,“纸媒退出”成为一股不可逆的大流,社交媒体上的受众普遍对纸媒的未来呈消极态度,但
并不否认传统纸媒仍然可以通过转变经营方式和运作模式获得一线生机。

尽管目前传统媒体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并且传统媒体转型的成功案例非常少,在笔者看来,纸媒

或许未来希望渺茫,但是未必会死。 在内容方面,如果还以狭义的新闻为大头,显然已不合适,应该

将狭义的新闻内容改换阵地(载体) ,并在报纸(或纸张)上引入大量的广义新闻(如新闻评论新闻分

析) ,甚至可以模仿广播和电视,制作大量跟新闻无关的且在纸张上可以承载的内容。 从载体上讲,
纸媒不应固执于报纸(或纸张)这一表现形式,毕竟纸张的表现形式很单调,创新难度也大,积极拥抱

新技术(如移动互联网、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也许能够给纸媒带来另一番天地。 从读者的角度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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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需求依旧旺盛,留给纸媒的空间还有。 总之,纸媒不能一直活在过去的辉煌中,更不应该一直哀

叹纸媒的衰落,办法总比问题多,扬长(内容)避短(渠道) ,也许还能开辟一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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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udience Discourse of Paper Media Exit
in the Context of Mobile Internet

Chen Xilin,Zhang Yongju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In recent years,the news of the suspension of the paper media has continued to spread,and it
is of little significance to discuss whether paper media can survive and how long it will survive. The funda-
mental reason why paper media is difficult to sustain is the choice of users. Taking examples of popular Wei-
bo and popular comments from social media users on “ Paper Media Withdrawal ” , and “ Newspaper
Stopping” on Sina Weibo and Zhihu from January 1,2017 to December 31,2017,combining the static con-
text of the mobile Internet era experienced by the paper media and the dynamic context of the unique network
culture in social media,we can explore the deep -seated reasons why the traditional paper media quit and
outline the road map of how the paper media quit. By investigating the textual composition and discourse
practice of the user’ s language,we can discover the broad social historical space and meaning behind the
reader’ s discourse.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paper media,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generalized
news,active use of mobile Internet,virtual reality,and augmented reality can be int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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