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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的核心論點是「領導人權力的消長導致黨報刊登領導人照片的

編輯手法出現變化」。受到黨性原則的影響，黨報的辦報理念、編輯方

針必須與中共中央的路線、方針、政策保持一致。這使得黨報刊載的政

治新聞，無論是在新聞文字或是新聞照片上，都會反映出領導人對重要

政策的態度，也能透露領導人權力消長的蛛絲馬跡。因此，黨報刊登的

領導人照片可以幫助外界了解中共高層互動的情形，減輕資訊不足的困

擾。以往中外學者僅指出照片是研究共黨國家的一種資料，但均無系統

性研究。本文利用照片曝光頻率、版面優劣位置、合照照片構圖等指標，

建立一套觀察方法。依循典型個案分析（typical case study）的研究方法，

本文以 2002 年 11 月到 2005 年 2 月之間《人民日報》刊登的 515 張胡錦

濤、江澤民照片為例，展現上述觀點。結果發現《人民日報》編輯手法

的變化趨勢吻合胡錦濤、江澤民兩人權力的消長情形。這套方法提供外

界觀察未來中共領導人權力消長過程的線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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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領導人權力消長在黨報新聞照片上的呈現 寇健文、梁書瑗36

在質性研究中，照片是一種有價值的研究材料。照片不但清楚描述場

景、人物、事件等社會現象的具體細節，同時反應解攝影者內心的價值觀。

因此，分析照片時，不但要看照片本身對現象的描述，也要了解攝影者的

動機及其所處的歷史文化背景（陳向明，2004：356-357）。如果照片是有

價值的資料，報紙刊登的新聞照片自然可以做為學術研究的一手材料。事

實上，一張照片的說服力不亞於一篇重要新聞，兩者同樣扮演傳遞資訊的

角色（安崗，1982：91；Berner, 1991: 223；Copperud and Nelson, 1983: 183）。
用圖片、照片表達訊息的震撼力甚至比文字報導更直接、更具震撼力。這

是因為從讀者的角度來看，新聞照片在吸收速度、可信度兩方面都比文字

稿敘述更勝一籌（Copperud and Nelson, 1983: 183；鍾立群，1997：248）。

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新聞事業具有階級性，必須為無產階級專政的目

標服務。「階級性」概念落實在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辦報方針就是黨性原

則，亦即正確地向群眾宣傳黨的路線、方針、政策（郝雨、王豔玲，2003：
199）。不只是新聞文字，連新聞照片的取景、攝影內容、攝影角度，以及

照片在報紙版面的編排也必須與中央的路線、方針、政策保持一致，以便

符合黨報的黨性原則（李瑞峰，1983：57-58）。1 因此，黨內領導人權力

變化之際，黨報的照片取捨與版面配置會反映這種變化，甚至出現配合政

治需要而變造照片。2 既然黨報的新聞照片具有高度政治意涵，這些照片就

成為我們了解中共領導人互動現況的訊息來源。3

然而，黨報新聞照片如何反映領導人的權力消長呢？類似研究方法過

去曾被學者使用，卻沒有系統地運用。早期西方學者利用黨國體制下的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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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特性，觀察蘇聯領導人在報紙上發表的言論，勾勒該國政情變化（Conquest,
1961: 50-75）。另外，有的學者認為當時蘇聯領導人之間的權力變化，會

反映在電視鏡頭上（Laqueur, 1967: 181）。還有學者分析中蘇兩國領導人

在各自黨報上的言論，呈現兩國在史達林死後出現的路線紛爭（Zagoria,
1962: 27-34）。

部分研究中國的學者延續這種研究方法的傳統，分析中共高層權力消

長。這些文獻大致可分成兩類：第一類揭示媒體是中共黨內政爭的工具

（Goldam, 1994: 23-35；Hood, 1994: 37-57；Wu, 1994: 199；何川，1994：
197-220），或是認為黨報新聞內容可用來分析中共高層權力互動，如

MacFarquhar (1971: 289-307)、楊開煌（1988：69-84）、寇健文（2005b：
250-257）、何川（1994：144-147）。另外，有學者分析 1980 年代末期《人

民日報》的社論、市民評論、編輯部文章、評論員文章、特約評論員文章

之後指出，中共透過灌頂法（the pouring method）、鳥籠法（the birdcage
method）以及風箏法（the kite flying method）以確保中央的路線、政策、

方針被「正確地」傳播（Wu, 1994）。4 儘管一九九○年代大陸新聞媒體經

歷市場化轉型，中共仍緊緊掌握政治新聞的論述權力，利用黨報觀察中共

高層的分析方法也沒有走入歷史。

第二類文獻進一步分析中共高層發生權力鬥爭時，黨報版面標題如何

反映出權力變化的過程。寇健文、鄭兆祐（2006：37-77）指出，一九七八

年、一九八九年、一九九二年中共爆發嚴重鬥爭時，敵對派系主要領導人

的人名大量出現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頭版新聞的標題。等到鬥

爭結束後，領導人的曝光頻率大減，同時按照領導人新的地位報導相關新

聞。在上述文獻中，雖然已經有人提到黨報新聞照片具有分析價值，但缺

乏長時段、系統性的分析，往往流於詮釋少數照片。這種詮釋少數照片的

方法若用於分析進行中的權力鬥爭時，難免出現眾說紛紜的困擾。如此一

來，黨報照片便不能成為可靠的原始資料。本文的目的即在補充此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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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這個結果可以幫助外界觀察、評估未來中共領導人權力交接的進展。5

本文認為，領導人權力消長導致黨報處理他們新聞照片的編輯手法出

現變化，而這種變化會反映在照片曝光頻率、版面優劣位置、合照照片構

圖等三個指標。換言之，領導人權力消長是自變項，黨報處理他們新聞照

片的編輯手法為依變項。為了闡述上述觀點，本文根據「典型個案分析」

（typical case study）的方法，分析二○○二年十一月到二○○五年二月之

間，《人民日報》刊登的 515 張江澤民、胡錦濤照片。結果發現《人民日

報》編輯手法的變化吻合胡錦濤、江澤民兩人地位的消長情形，其中又以

曝光頻率、版面優劣位置兩個指標最明顯。隨著胡錦濤接掌重要黨政職務，

經過 SARS 危機的歷練，逐漸掌握權力，《人民日報》在刊載領導人照片

時也隨之凸出胡錦濤；反之，江澤民的照片則逐漸從《人民日報》版面中

消失。正是因為「黨性原則」的存在，使得《人民日報》編輯手法的變化

趨勢反映他們兩人權力消長的過程。

本文主要分四個部分。第二節簡述黨性原則、新聞版面與新聞攝影之

間的關係。第三節則討論本文的個案選擇、研究範圍，以及曝光頻率、版

面位置、照片構圖等三個分析指標。第四節根據前一節的討論，呈現江澤

民、胡錦濤兩人的新聞照片在《人民日報》的變化。第五節提出本文的結

論與建議。

 

在西方報業傳統中，新聞意指最新且吸引讀者的資訊（Berner, 1991:
84-85）。根據這個定義，西方傳播學發展出重要性、時效性、接近性、顯

著性、影響性、人情趣味等評斷新聞價值的標準。與西方報業相較，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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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業版面設計最大的不同處在於必須考慮政治標準。6 政治標準的出現，與

社會主義國家報紙的階級性有關。民主國家將新聞視為社會公器，獨立於

政府之外，並提倡資訊自由流通（Hachten and Scotton, 2005: 151），但共黨

國家新聞媒體的宣傳功能更甚於報導功能（甘惜分，1980：36）。在社會

主義新聞學中，新聞媒體只為特定社會階級而服務。列寧曾指出，新聞事

業必定由某些階級掌握（列寧，1995：660）。因此，無產階級必須發展出

自己的新聞媒體，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營造有利於自身的社會輿論環境，

以便在階級鬥爭中取得勝利（郝雨、王豔玲，2003：197）。

根據新聞媒體的階級性和共產黨領導無產階級革命的觀點，社會主義

國家發展出黨報的黨性原則。黨性原則使得領導人地位與黨報版面發生因

果關係。黨報的黨性原則是指「黨報必須無條件地服從黨的領導」（陳力

丹，1988：60）。這個原則是列寧在一九○五年《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

一文奠定基礎，中共歷代領導人的相關論述也都源自於這篇文章（王雄：

2002，86-87）。7 既然新聞事業是無產階級的輿論工具，那麼正確地宣傳

黨的路線、方針、政策便是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首要課題。鄧小平曾表示，

黨報要無條件地宣傳黨的主張，不允許對黨中央的路線、方針、政策，任

意散佈不信任、不滿和反對意見（鄧小平，1983：236）。既然黨報是政

黨的宣傳機構，所以黨報往往從宣傳角度選擇新聞，特別重視對黨「有利

無利」的原則（李良榮，1992：164-165）。8 這種考量使得中共媒體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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犧牲新聞的即時性，在事實發生一段時之後才公開報導（何川，1994：
54-55）。

一九九二年十四大以後，傳媒市場化成為中國新聞業的發展主流（杜

耀明，2000：61；陳懷林，2000：98）。然而，市場轉型與新聞自由仍有

一段距離。在媒體商業化的大環境下，中共僅釋出經濟利益與有限的編採

自由（Zhao, 2000: 21-22），黨性原則仍是傳媒的核心價值。中共進行新聞

改革的目的在於加強和改善黨對新聞工作的領導，而不是削弱這種關係（本

刊評論員，1993：3）。原《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也曾指出，新華社仍

然控制重要新聞發佈權，重要政治評論權也還在《人民日報》手上（何川，

1994：23）。換言之，傳媒市場化並不代表黨國退出傳媒，而是變成在黨

國控制的鳥籠下，讓市場力量促進媒體的經營與發展。9

為了實踐黨性原則，中共要求各報紙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都必

須遵從中共的路線、方針、政策（林楓，1991：108），而中共堅持的黨性

原則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丁柏銓等，2006：239）。為了落實黨性原則，

中共透過人事安排、媒體登記制度、黨委下達宣傳重點、審讀制度、懲戒

違法違規人員等等機制控制媒體。接下來本文就分別說明這些控制機制。

首先，中共控制主要媒體的人事任免。黨報的編採人員一般都是中共黨員

（何川，1994：98；104-106），重要媒體主管列入幹部等級排序，而非純

粹的民間專業人士。《人民日報》和新華社、中央電視台等級別最高的媒

體屬於正部級單位，它們的最高負責人由中組部與中宣部聯合審查，中央

高層確定人選。10 其他媒體處級以上主管則由同級黨委組織部考察，再與

人事部門聯合任命（何清漣，2006：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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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共對報紙實行註冊登記制，由國家新聞總署和各省新聞出版

局負責審批等業務管理工作。11 相關法規規定，報紙應有擔負領導責任的

主辦單位和主管單位。主辦單位對所屬媒體的新聞錯誤負起責任，主管單

位則須是黨政機構（或工會、婦聯、共青團等具有官方地位的非黨政機構）。

主管單位與出版單位之間是「領導與被領導的關係」（何清漣，2006：
117-118）。

再者，中央或地方黨委宣傳部門經常根據情勢需要，決定某一時期的

報導重點。不僅督導媒體正面宣傳官方政策，並且隨時頒佈禁止刊載的指

令。舉例來說，周恩來擔任總理期間，每當發生國際重大事件，都會根據

中共立場，訂定報導方針。對於那些問題應該凸出報導，那些新聞放在次

要版面位置，那些新聞緩報或不報都有明確指示（熊昌義，1992：161-162）。
又如上海市委每季都會召開主要媒體負責人座談會，由市委書記、市長、

宣傳部長直接向新聞單位通報情況，下達任務，並聽取各新聞單位簡報（葉

世濤，1992：49）。

此外，中共建立審讀制度，檢查報導內容是否堅持「一個中心，兩個

基本點」，以及是否貫徹黨的路線、方針、政策。審讀制度是透過報社內

部自我審查和送審兩個階段所組成（Wu, 1994: 205）。新聞媒體發表現任

或曾任政治局常委、國家正副主席、國務院總理、軍委主席、全國人大委

員長、全國政協主席等主要領導人的作品時，必須先送交領導人指定的部

門或人員審批。即使是關於領導人的一般性報刊文章，也要按媒體級別送

主管單位審核，再報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審批。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可視情況

轉請中央宣傳部審查，或請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軍事科學

院等部門協助審核。《人民日報》等級別最高的媒體則有自己的審批程序。

此外，發表和出版有關仍健在領導人的活動報導、談話內容、圖片等等，

都必須徵得本人同意。上述領導人的身邊工作人員、戰友和子女、親屬撰

寫的作品若有涉及領導人工作和生活情況的內容者，也必須專題報批。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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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確保與中央保持一致，《人民日報》的重要評論文章慣例上都會

經過領導人審閱（李庄，1993：187）。如在一九七八年真理論戰之前，《人

民日報》評論文章需先經政治局常委汪東興審閱同意，才能刊登（Goldman,
1994: 24；楊繼繩，2004：113；胡績偉，1998：35-65）。有些評論文章則

是根據高層領導人的指示或講話編輯而成，甚至是由最高領導人親自撰寫

或修改而成。如毛澤東為新華社和《人民日報》撰寫或修改的評論與新聞

就有 150 餘篇（何川，1994：110），周恩來親自為《人民日報》批改的社

論與評論至少超過 754 篇（崔奇，1988：12）。劉少奇也曾經審閱過《人

民日報》社論（胡績偉，1988：275）。

最後，中共在國家法令中明定媒體必須遵守黨性原則，同時要求從事

新聞工作的黨員遵守黨紀。舉例來說，一九八○年頒布的《關於黨內政治

生活的若干準則》規定黨員不得在報刊、廣播中公開發表與中央決定相反

的言論（本書編寫組，2002：89-90）。一九九七年《中共共產黨紀律處分

條例（試行）》針對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立場、公開反對四項基本原則，

刊登、廣播、出版有嚴重政治問題的文章或出版物等情節，規定不同程度

的黨紀處分（本書編寫組，2002：37-38）。另外，《出版管理條例》（二

○○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頒佈）第二十六條規定禁止刊載反對憲法確定的

基本原則（即四項基本原則）。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中國記協）制

定的《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一九九七年一月第二次修訂）規

定，新聞工作者必須堅定地宣傳黨的理論、路線、方針、政策，不得宣傳

違背中央決定的內容。若有違反相關規定的情形，中共就以違紀違法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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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媒體與新聞從業人員（何清漣，2006：127-128）。在這種工作環境下，

多數大陸新聞從業人員自然會產生強烈的自我檢查（self-consorship）心態，

避免誤踩紅線，造成本身失業或是牢獄之災。這種新聞從業人員的心態因

而成為中共控制新聞媒體的一種重要機制（Hassid, 2008: 421-429）。

從上述討論可以發現，黨性原則使得黨報必須反映中央的路線、方針、

政策，以及領導人的政治地位。若是如此，黨報新聞照片又扮演什麼角色

呢？黨報的新聞攝影不只考慮「攝影者主體」與「讀者取向」的因素，還

必須受制於黨性原則。這正是中西方新聞攝影最大的不同處。對中共黨報

來說，新聞攝影只是手段而不是目的，它的真正目的是通過報導事實，宣

傳某種觀點，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李瑞峰，1983：57-58；劉雲萊，1993：
34）。記者李振盛曾表示，他在文革時期曾因政治需求而變造照片（Li, 2003:
132）。攝影記者杜修賢則指出，「中南海的攝影師……不僅要求攝影技術

的嫻熟，更多的是政治上的成熟（杜修賢、顧保孜，2004a：44-45）。」13

換言之，黨性原則不僅存在於黨報新聞文字，也存在於新聞照片中。新聞

照片不僅要傳遞訊息，還被賦予遵循黨性原則傳播「正確」的路線、方針、

政策的功能。

中國新聞攝影史曾在不同時期出現的「變造照片」，就是「為政治服

務」的最佳例證。舉例來說，一九六七年政治局常委陶鑄下令將照片中陳

毅的頭換成鄧小平的頭，遭到毛澤東整肅（陳永發，2001：876）。在一九

七一年林彪墜機身亡之前的幾個月，毛澤東與林彪的關係已經出現危機。

為了維持「緊密團結」的假象，報社甚至被迫使用兩人合照的舊照片魚目

混珠，刊登在黨慶當日的報紙上（杜修賢、顧保孜，2004b：206-207）。

在文革時期，四人幫經常依據「政治需要」竄改照片，甚至刻意佈置背景

拍攝照片，致使新聞攝影經常在各種「政治需要」的藉口下遭到變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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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1994：51；蕭緒珊，1980：79；戴邦等，1984：284；陳永發，2001：
714-715）。文革四人幫垮台後，他們在毛澤東悼念大會照片中的影像隨之

消失，又是一個變造照片的例證。14 即使到了二○○四年，胡錦濤與鄧小

平握手合照的照片仍出現「三變」的情形。15

即使未竄改照片，攝影人員也需利用攝影技巧，表達所需政治訊息。

舉例來說，一九七三年八月中共十大時毛澤東已經病態流露，攝影人員利

用各種攝影技巧避開病態表情與被別人攙扶的場景，以便維護毛澤東的領

導人形象（杜修賢、顧保孜，2004b：45）。當時周恩來規定拍攝人員在

毛澤東外事活動結束後兩小時內，將新聞照片送給他審發，之後再將照片

送給四人幫看。他如此親自審閱新聞照片達數年之久。周恩來在審閱照片

時，會考慮照片要凸出何人，不凸出何人，甚至誰在前面，誰不該在前面

等等細節（杜修賢、顧保孜，2004b：45-48、206）。一九七六年周恩來死

後，由姚文元掌握簽發紀念周恩來照片、影片的權力（顧保孜，1994：
256-260）。同年毛澤東死後，姚文元強調凸出集體領導，特別注意江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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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關切新聞照片上的人物細節，誰臉大誰臉小，誰在前誰在後等等（顧

保孜，1994：272-277）。由此推知，在無產階級媒體必須服膺於「黨的領

導」的前提下，黨報的新聞攝影工作時會傳播中共官方釋放的政治訊息。

綜合本節前面的討論，黨報是傳遞黨的路線、方針、政策的訊息管道，

一方面傳遞黨的意志，另一方面排除不符合黨的意志的新聞。這種黨性原

則不只適用於文字稿，也適用於新聞照片。中共學者、記者的論點與經驗

都可證明新聞照片的確是傳遞政治訊息的一種管道。換言之，極權主義體

制下，黨對媒體的控制非常嚴格。同時，按照中共多年來形成的習慣，領

導幹部講話刊登多少篇幅，放在什麼版面上，用多大的圖片，都已經形成

一定規格（丁柏銓等，2006：205）。由於黨緊緊控制媒體（特別是黨報），

才使黨內高層權位變化時，也會影響黨報刊登領導人照片的編輯手法。16

據此，本文的核心論點是「領導人權力的消長導致黨報刊登領導人照

片的編輯手法出現變化」。換言之，本文以中共領導人權力消長為自變項，

黨報照片變化為依變項，並以中共媒體的黨性原則建立兩變項之間的因果

關係，說明兩者之間為何出現會出現共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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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報的主要角色在於政治宣傳，其言論觀點與新聞照片的版面配置自

然會表現黨內領導人的地位。若領導人之間無重大路線紛爭，也沒有發生

地位消長的時候，黨報版面配置應該會符合領導人各自的身分，呈現穩定

的模式。然而，領導班子一旦出現嚴重路線分歧、權力鬥爭，或權力轉移

的情形時，由於原有權位順序被破壞，黨報編輯手法就會出現混亂的情形。

一直到政治干擾因素消失之後，黨報版面配置又回到穩定狀態，按照新的

權位順序刊登領導人新聞照片。本節討論完本文的基本觀點之後，下一節

將接著說明本文的研究設計。

為了闡述前述論點，本文選定二○○二年十一月十六日至二○○五年

二月二十四日之間，《人民日報》頭版中江澤民、胡錦濤兩人的新聞照片，

比對 515 張兩人照片在曝光頻率、版面位置、照片構圖等三方面的變化走

勢，做為佐證案例。這種個案選擇方式是屬於「典型個案分析」（typical case
studies）。「典型個案分析」是個案研究中的一種方法，指研究者在研究進

行前先有一論點，接著在母體中挑選最適合、最具代表性的個案，藉此使

此論點得到經驗上的支持（Gerring, 2001: 218-219）。這種方法也類似 Harry
Eckstein 提出的「啟發式個案研究」（heuristic case studies）（Peters, 1998: 148）。
「啟發式個案研究」的目的在於藉由一個個案的分析，發現變項間潛在可

普遍化的關係（potentially generalizable relations），因此這種個案選擇較重

視因果關係的建立（Eckstein, 1975: 104）。不過，由於研究對象只有單一

個案，其研究成果只應視為理論建構的初步線索。換言之，這種個案分析

法雖可做為了解政治現象運作的實用教材，但需要累積更多的案例研究，

以便建立真正的通則。因此，本文係以江、胡權力交接個案為例，「闡述

觀點」，並非「驗証假設」。

首先，本文選定最能代表「黨的立場」的《人民日報》，做為照片

來源。《人民日報》是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屬於中共中央直屬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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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與中央宣傳部、中央組織部等直屬工作部門同為黨中央的直屬機構。
17《人民日報》也承認，由於身為中共中央機關報，以宣傳黨和政府的方針

政策為主要任務，它的版面編輯工作非常重要。大陸幹部與民眾通常通過

《人民日報》版面，來瞭解一個時期內黨的路線、方針、政策。在關鍵時

刻，多數大陸報紙甚至要和《人民日報》「對版面」（人民日報編輯部，

1997：序；王武錄，2006：前言 1；鍾立群，1997：121；何川，1994：108-109）。
這是因為中共早已形成重要政務新聞由新華社統一發布，並由《人民日報》

刊載的傳統（魏永征，2002：198-199）。同時，《人民日報》評論承擔宣

傳黨內理論、路線與政府方針、政策的責任，是中央解釋意識型態的載體

工具。這種傳達中共理論的權威地位使得《人民日報》成為黨內派系爭奪

的重要場域，《人民日報》負責人往往成為被攻擊的對象（何川，1994：
74-76、206；賈艷敏，2007）。

同時，根據過去例證，《人民日報》負責人應該知道中共高層互動走

向。《人民日報》與新華社往往由政治局和書記處直接領導，業務上也受

中央宣傳部指導。這兩家新聞機構的總編輯室或主要部門均設有通往中央

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與中共主要領導人辦公室的紅色電話，以便隨時就

重大問題向上請示（何川，1994：94）。《人民日報》主要負責人甚至曾

經列席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政治局會議和中央書記處會議，因而掌握高層

決策與互動情形。18 一九五○年代初期中共甚至批准《人民日報》派出高

級主管聯繫中央各部門，列席各部委黨組會議和民主黨派、群眾團體的相

應會議，以便了解領導意圖，即時報導（李庄，1993：126、188）。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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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歷傳媒商業化的浪潮，中共仍將《人民日報》等黨報納入公費訂閱的範

圍，以保持其純潔度，避免為了經濟利益而犧牲黨報是「黨的喉舌」的目

標（杜耀明，2000：69）。由此來看，《人民日報》刊登的照片理應最能

反映中共領導人權力消長。

其次，本文選擇後革命世代領導人之間的權力轉移為分析個案，使得

《人民日報》版面最能顯現領導人權力的消長。一九七八年以後，中共先

後經歷真理論戰、胡耀邦下台、八九民運事件、九二南巡等多次權力較勁，

甚至造成領導人更迭。不過，本文排除這些革命世代領導人涉入其中的政

治危機，而將焦點集中在後革命世代領導人的權力消長。革命世代領導人

擁有建國革命功勳，使其在退休後能夠運用「魅力權力」繼續掌握最後決

策權，幕前工作則由無實權的第一線領導人擔任。元老政治造成領導人權

力、職務無法合一，可能導致版面無法有效反映領導人的實際地位。這種

差異可能導致黨報刊登革命世代領導人照片的模式不同於刊登後革命世代

領人照片的模式。在後革命世代領導人主政期間，其主要權力來源轉為職

務權力，喪失職務則導致權力快速流失。19 權力、職務合一的發展使得領

導人在媒體上的曝光情形與其權力地位相符。鄧胡、鄧趙、鄧江間的互動

關係均涉及後革命世代領導人，較為複雜。江胡兩人則均為後革命世代領

導人。二○○二年十一月開始，江澤民逐步將交出領導職務，其職務權力

也移轉到胡錦濤身上。江澤民雖能保留部分影響力，但其權力已無法和過

去相比。正因為如此，本文更可以凸顯江、胡兩人權力轉移過程中，他們

兩人照片在《人民日報》版面上如何隨之變化。

解釋選擇個案的原因之後，本文接著說明個案分析的起迄時間。江、

胡兩人權力轉移的過程大致經過五個重要事件，先後分別是：

1. 二○○二年十一月中共十六大胡錦濤接任總書記，成為黨的最高領

導人。然而，由於此時江澤民仍擔任軍主席，又掌握「三個代表」

的詮釋權與執政十三年累積的豐厚人脈，胡錦濤的權力尚未完全鞏

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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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三年三月胡錦濤出任國家主席，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

象徵。國家主席只是虛位元首的職務，但隨著中共國力增強，國際

場合曝光機會大增。胡錦濤可以利用出席國際場合，以國家主席身

分塑造自己是國家領導人形象。

3. 二○○三年四月 SARS 疫情爆發，胡錦濤罷黜衛生部長張文康、北

京市長孟學農，震懾中共各級幹部。胡錦濤因原為江澤民醫療顧問

的張文康隱瞞疫情，罷黜其衛生部長職務。胡錦濤的果斷讓高幹心

生警惕，不敢不重視新領導人的指令。這是胡錦濤加速鞏固權力的

重要里程碑。

4. 二○○三年七月胡錦濤發表七一黨慶講話，以自己提出的「三個為

民」──「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利為民所謀」──為「三個

代表」的內涵。胡錦濤因而確定掌握「三個代表」的詮釋權，控制

黨的意識形態走向。

5. 二○○四年九月胡錦濤接任中央軍委主席。自二○○四年起，中共

高層出現明顯的分歧現象，胡錦濤支持溫家寶的宏觀調控政策，上

海市委書記陳良宇則反對，其他上海幫成員對此議題態度不一。七

月以後，胡溫和江澤民的分歧分歧轉移到意識形態領域和江澤民地

位等議題，超過一般政策歧異的程度。江澤民無意於九月舉行的四

中全會交軍委主席，並有意掌握軍權以外領域的主導權。胡溫則力

圖鞏固十六大以來的戰果，早日完成鞏固權力的工作。九月一日江

澤民提出辭職信，隨後被中委會接受。胡錦濤完成總書記、國家主

席、軍委主席「三位一體」的接班過程。20

另外，本文選擇二○○五年二月二十四日最後一個春節慶祝活動──

元宵聯歡──做為研究時段的終點。21 上述六個事件或活動將江、胡兩人

                                                 
20 2005a 158-185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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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力轉移共分成五個時段，其中第五個時段（二○○四年九月胡錦濤接

掌軍委主席至二○○五年二月他出席元宵聯歡晚會）是用來觀察江、胡權

力交接完畢後，《人民日報》刊登領導人照片的編輯手法。

本文觀察《人民日報》編輯手法時，是從胡、江兩人照片在該報頭版

的曝光頻率、版面位置、照片構圖三個面向著手。22 曝光頻率計算江、胡

兩人照片在《人民日報》出現的頻率，用以觀察在權力轉移過程中，誰的

照片最容易被刊登出來。版面位置著重江、胡兩人（但非合照）的照片分

別佔據頭版的何種位置，藉以觀察在不同時段中，兩人照片被安置在什麼

版面位置上。照片構圖則聚焦於江、胡兩人合照的照片，23 分析在不同時

段內何人佔據照片中的優勢位置。接下來，本文分別從這三個面向討論之。

曝光頻率是指領導人在《人民日報》頭版新聞照片中出現的頻率。本

文以月為單位，從二○○二年十一月到二○○五年二月，共有 28 個月。24 凡

是出現一次胡錦濤或是江澤民的照片都計算為該領導人的積分一分。若為

江、胡兩人的合照照片，兩人各得積分一分。兩人每個月各得一個積分數

值，因而獲得江、胡照片在這段期間的頻率走勢。根據本文的論點，江澤

民照片出現頻率應呈現減少趨勢，反之胡錦濤的照片頻率則上揚。這個部

分僅討論江、胡兩人照片的曝光頻率，至於兩人照片佔據的版面位置，以

及兩人在合照照片中的位置則留在版面積分與照片構圖部分再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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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位置是指照片在《人民日報》頭版佔據的版面位置。不論是中文

報紙或是外文報紙，均可依據讀者的閱讀動線，區分出數個重要性不等的

區塊（Gilmore, 1983: 92；鍾立群，1997：412-415）。不過，學者們對於各

區塊優先順序的看法並不完全一致。舉例來說，吉爾默（John Gilmore）認

為「由左往右」的閱讀習慣導致視覺動線從報紙左上方往右上方移動，接

著順著右上方往下移動到達右下方，再移往左下方，最後到達報紙中央處。

如果報頭（nameplate）右側為報眼的位置，視覺動線在看到報頭後就會先

移至報眼，報眼因而躍升為最重要的版面區塊（Gilmore, 1983: 92-93）。鍾

立群則將版面分為四分區（左右兩排，上下兩列，共四個區塊）、六分區

（左右兩排，上中下三列，共六個區塊）以及九分區（左中右三排，上中

下三列，共九個區塊）。在四分區的版面安排中，讀者的視覺是「從左而

右，由上到下」，形成 Z 字型的動線。在六分區和九分區的版面位置中，

讀者的視覺動線是「從左而右，由上列而直接跳到下列，最後移到中列」

（鍾立群，1997：413）。

由於本文分析《人民日報》的新聞照片，而鍾立群曾任《人民日報》

第一版編輯長達二十多年，因此本文版面區塊的劃分係以鍾立群的觀點為

主。在鍾立群的四分區、六分區、九分區等三種分法中，本文採用六分區

做為分析照片版面位置的基礎（見圖 1）。《人民日報》頭版版面呈長 49
公分 寬 35 公分的矩形，照片多半以塊狀（正方形或長方形）在版面出現。

若採用四分區的版面劃分法，很容易造成兩張照片都在同一區塊當中，失

去比對江、胡兩人照片競爭版面區塊的意義。另外，由於照片本身具有一

定的面積，若採用九分區的版面劃分法，又可能導致一張照片橫跨兩區，

造成分析上困擾。

然而，版面六分區的劃分法仍有需要補充的地方。《人民日報》報頭

只佔據整個版面最左上角的位置，右上角因而出現報眼。報頭和報眼的位

置自成一格，在頭版最上端的位置。由於報頭位置必定刊登報紙名稱，刊

登在報眼的新聞就佔據頭版全版的最佳位置（鍾立群，1997：426）。

據此，本文將《人民日報》頭版依照重要性分成七個版面區塊，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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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甲、乙、丙、丁、戊、己、庚等七個區塊，並給予積分，依序為 7 分、

6 分、5 分、4 分、3 分、2 分、1 分。（見圖 1）接著，本文以月為單位，

計算出江、胡二人的照片分別或同時出現（但非合照照片）在《人民日報》

頭版時，各得到幾分。兩人合照照片佔據在版面的單一位置，無積分差異，

因此不予計算。據此，本文分別獲得江、胡照片在版面位置的優劣走勢，

觀察《人民日報》如何逐漸改變其編輯手法，以符合中央領導人權力的消

長。根據本文的論點，江澤民照片的版面位置應該逐漸落居下風，胡錦濤

照片的版面位置則逐漸佔據上風。

1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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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構圖側重分析《人民日報》是否偏好採用以江澤民（或胡錦濤）

為主體人物（佔據照片中的優勢位置）的兩人合照照片，進而反映江、胡

兩人權力的消長。攝影凸顯主體地位的方法不外乎將主體安排在視覺動線

的顯著位置，或是利用對比技巧使主體凸顯於其他客體。眼睛欣賞照片時，

視線首先落在照片中央的位置（李友之，1982：87）。一張照片中若有許

多物體時，越靠近照片中央的位置，越具有吸引力，越具備成為主體的條

件（李坤山，1995：67）。另外，Geraci 根據 Gaffron 提出的「視覺曲線」

（glance curve），引申認為佔據圖片左邊的物體重要性要比右邊的高（Geraci,
1984: 193）。25 除了主、客體位置的安排之外，對比技巧是另一種彰顯照

片主體地位的方式，常見的對比技巧如大小對比、明暗對比、色彩對比等

（李坤山，1995：69）。換言之，在照片構圖中主體必定是佔據較大空間、

被放在亮處、影像清晰、置於中央或左半邊位置。

根據上述原則，本文依照下列四項標準定義照片中的主體人物：

第一、臉部輪廓──臉部輪廓與表情清晰是成為主體人物的必備條

件。任何臉部輪廓和表情不清晰的人物都只是照片的背景，背對鏡頭、側

面面對鏡頭的人物也只是配角人物。

第二、相對位置──主體人物必須居於照片的中央段落（當照片中人

物超過兩人時）或是左半邊（當照片中僅兩人時）。在超過兩人以上的合

照中，即使臉部輪廓清楚，但身處兩側位置的人物，只是配角人物。在兩

個人的合照中（即只有江澤民與胡錦濤兩人的合照），居於照片左半邊的

人物則是照片主體，右半邊的人物則是配角。

第三、影像對比──照片中主體人物的影像不小於配角人物，或位於

其他人物的前方。這是攝影者利用大小對比或前後差距襯托出照片的主

體。人物影像較小、位於後面的人物因此成為配角。

第四、照片人數──照片中的人物過多，即使特定人物臉部輪廓清晰、

                                                 
25 1950 Gaffron glance curve

Geraci, 1984: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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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居照片中間區段，仍會分散讀者注意力。因此，有主體人物的照片不應

包括過多人物。《人民日報》刊登的新聞照片時常出現多人入鏡的大合照

照片，有時人物高達 50 人以上。即使照片中人物臉部表情尚稱清晰，這些

多人入鏡的大合照照片旨在告知讀者相關活動訊息，未以江澤民或胡錦濤

為主體。26 為求分析便利，本文界定距離鏡頭最近一排（通常是大合照中

的最前排，也是江、胡兩人所在位置）人物超過 10 人以上時，就算人數過

多。這種多人入鏡的大合照屬於無主體人物的照片。

根據這四個標準，本文把包含江、胡兩人的照片分成 無主體人物；

江澤民單獨為主體人物； 胡錦濤單獨為主體人物； 江澤民、胡錦濤

同為主體人物。其中江、胡兩人同為主體人物的情形僅可能出現在多人合

照的照片。此時與江、胡兩人站在同一排的人數是偶數，他們兩人共同佔

據照片的中間位置。

說明完研究設計之後，本文從照片曝光頻率、版面位置與照片構圖三

項指標，分析二○○二年十一月到二○○五年二月之間《人民日報》刊登

的江澤民、胡錦濤照片，以便說明領導人權力消長與黨報編輯手法變化的

關聯性。

在本文分析的全部時段內，一共找到 515 張照片。其中出現胡錦濤的

照片有 397 張，出現江澤民的照片 80 張，兩人都出現的照片 38 張。統計

結果發現，江澤民與胡錦濤照片曝光頻率以二○○三年四月為分水嶺。二

○○二年十一月胡錦濤接任總書記之後，他的曝光頻率在次月起立刻增

加，直追江澤民。二○○三年三月兩人交接國家主席以前，江澤民、胡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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濤的曝光頻率互有領先，但差距一般都不大。但在二○○三年四月以後，

胡錦濤照片的曝光頻率明顯而且穩定地高於江澤民。（見圖 2）等到二○○

四年九月江澤民交出軍委主席一職後，他的照片曝光頻率滑落到幾近於

零。《人民日報》只在二○○四年十二月新年京劇晚會與二○○五年一月

宋任窮喪禮等兩個新聞中，刊登包含江澤民的照片。相反的，胡錦濤照片

的曝光率穩定的維持在 11 次到 20 次之間，甚至有一個月之內出現 29 次的

紀錄。

由於二○○三年三月、四月正逢江澤民交出軍委主席、中共公開 SARS
嚴重疫情兩件大事，本文進一步分析這兩個月的數據，以便藉此暸解這兩

件事件如何影響胡、江兩人的曝光率。《人民日報》在三月十六日刊登前

一天胡錦濤接任國家主席的照片，在四月十三日首次使用「非典型肺炎」

（SARS）一詞，並在四月二十日政治局常委會決議罷黜北京市長孟學農、

衛生部長張文康兩人的黨職，隨後解除他們的政府職務。基於這段史實，

本文以三月十六日和四月十三日為分隔點，將三月和四月各自再細分為兩

個時段，以便對照江澤民、胡錦濤兩人照片數量比值的變化（見表 1）。

2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5 6

3

28

22

28

0
1100

3212

8

343
4

111
432

4

17

9

11
139

14
16

18
16

1312

16

19
16

18

1515
1313

20

1516

121111

20

11

10

14

0

5

10

15

20

25

30

時　間

江澤民 胡錦濤

2005/2

2005/1

2004/12

2004/11

2004/10

2004/9

2004/8

2004/7

2004/6

2004/5

2004/4

2004/3

2004/2

2004/1

2003/12

2003/11

2003/10

2003/9

2003/8

2003/7

2003/6

2003/5

2003/4

2003/3

2003/2

2003/1

2002/12

2003/11

照
片
曝
光
頻
率
︵
單
位
：
張
︶



中共領導人權力消長在黨報新聞照片上的呈現 寇健文、梁書瑗56

1　

三月前期

（3/1-3/15）
三月後期

（3/16-3/31）
四月前期

（4/1-4/12）
四月後期

（4/13-4/30）

胡錦濤 12 8 3 8

江澤民 12 5 3 1
照 片

張 數
比 例 1：1 1.6：1 1：1 8：1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結果發現，在胡錦濤接任國家主席與中共公開 SARS 疫情之間（三月

後期至四月前期），《人民日報》的編輯手法並未改變，胡、江兩人照片

的比值維持在 1.6：1 或 1：1。照理說，胡錦濤接任國家主席之後，應該會

增加許多以中國元首身分接見外賓的機會，使他的曝光率明顯超過江澤

民。然而，在這段期間，江澤民繼續接見外賓來訪或出席官式對外活動，

維持一定的曝光率，例如三月二十日會見塔吉克斯坦總統、三月二十六日

會見巴基斯坦總理、四月四日接見曾任法國總統的歐洲制憲委委員會主席

季斯卡（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四月四日參加植樹活動、四月九日會

見越共總書記農德孟（Nong Duc Manh）等等。中共 SARS 疫情公佈之後，

胡錦濤照片的數量才明顯超過江澤民。四月後期胡錦濤的照片數量與前三

個時期的平均值相近，但江澤民的照片數量卻進一步遞減。

綜合上述所言，三月十六日胡錦濤接任國家主席至四月十三日中共公

佈 SARS 疫情之間，胡錦濤與江澤民兩人的照片比例均維持著相對穩定的

數值。但公佈 SARS 疫情之後，兩人照片比值出現明顯變化。這是造成四

月份兩人照片出現大幅落差的主因。同時，SARS 疫情被控制之後，江澤

民照片也不再頻頻出現。對照胡錦濤、江澤民兩人權力轉移過程，這段期

間正是胡錦濤罷黜張文康、孟學農兩人，以果敢手段遏制 SARS 疫情的階

段。經過了這個危機以後，胡錦濤已經證明他有能力帶領中國克服危機，

再也沒有人認為胡錦濤是「兒皇帝」了。由此可見，從照片曝光頻率的指

標來看，《人民日報》處理胡錦濤、江澤民兩人照片的編輯手法，確實勾

勒出領導人權力實際消長的過程。領導職務交接固然會影響江、胡兩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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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被刊登的曝光頻率，但其他造成領導人權力消長的事件也影響兩人照片

曝光頻率。

接下來，本文分析江、胡兩人照片（兩人合照除外）在版面積分指標

上的變化。結果發現，江澤民與胡錦濤照片的版面積分又是二○○三年四

月為分水嶺。胡錦濤在二○○二年十一月就任總書記，從次月起胡錦濤照

片的版面積分迅速攀升，但始終略低於江澤民照片的版面積分。即使在胡

錦濤接任國家主席之後，這個現象也沒有改變。但在二○○三年四月以後，

胡錦濤照片的版面積分幾乎都維持在 60 分以上，甚至有五個月超過 100 分

以上，明顯而且穩定地高過江澤民照片的版面積分。江澤民照片的版面積

分除了在中委會開會（二○○四年九月）期間略有攀升之外，其餘都是低

檔徘徊，無法回到 SARS 疫情爆發之前的光景（見圖 3）。等到二○○四年

九月軍委主席交接之後，江澤民照片的版面積分幾乎都是 0 分。這再度顯

示《人民日報》的編輯手法在二○○三年四月出現重大轉折。

3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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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本文重複曝光頻率部分的作法，將二○○三年三月、四月分成四

個時段，以便觀察兩人照片版面積分出現變化的關鍵。在國家主席交接之

前（三月前期），國家主席江澤民的版面積分高於身為總書記的胡錦濤（見

表 2）。由於本文前面已經指出兩人曝光頻率的比值是 1：1，這顯示江澤

民照片佔據的版位置遠遠優於胡錦濤照片。在國家主席交接至中共公佈

SARS 嚴重疫情之間，儘管胡錦濤照片的版面積分曾有領先，但江澤民照片

仍佔據重要的版面位置。江澤民甚至以軍委主席的身份接見文職外賓（季

斯卡），並與胡錦濤先後會見友好國家的黨務領導人（農德孟）。總體來

看，在整個三月和四月前期之間，江、胡兩人照片的版面積分在《人民日

報》上維持互有領先的現象。這種現象在四月十三日《人民日報》首度承

認 SARS 疫情失控之後出現顯著變化。胡錦濤照片的版面積分在四月後期

躍升到 53 分，是江澤民照片的 7.6 倍。這種差距符合二○○三年五月以後

的趨勢。

2　

三月前期

（3/1-3/15）
三月後期

（3/16-3/31）
四月前期

（4/1-4/12）
四月後期

（4/13-4/30）

胡錦濤 30 23 12 53

江澤民 42 11 12  7
照 片

張 數
比 例 0.7：1 2.1：1 1：1 7.6：1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總結上述發現，接任國家主席使得胡錦濤照片的版面積分增加，但在

SARS 疫情公佈之前，江澤民照片在版面上佔有重要位置，甚至優於前者。

由此可見，國家主席交接一事不是造成兩人版面積分變化的唯一主因。另

一個重要因素是 SARS 疫情導致兩人權力明顯消長。胡錦濤率領中共新領

導班子，罷黜孟學農、張文康兩人，同時展現自己的治國能力。最後不但

順利結束 SARS 危機，同時鞏固自身的領導地位。這種地位消長反映在《人

民日報》編輯手法的改變。

由於江澤民當時為軍委主席，本文扼要說明《解放軍報》編輯手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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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一些特別現象。二○○二年十六大之後，《解放軍報》頭版在「同時」

刊登這兩位領導人照片時，一定是凸出江澤民的地位，如在報頭正下方位

置刊登凸顯江澤民為主體人物的照片，他的照片也會佔據版面優勢位置。

胡錦濤照片放在較劣勢的位置，常常是多人合照的照片，而且說明文字只

提到他的軍委副主席職務，不提總書記和國家主席頭銜。27

這種編輯手法在二○○四年九月一日首度出現變化。當日《解放軍報》

把胡錦濤照片放在報頭正下方的版面位置，把江澤民照片放到較劣勢的同

排中間位置。照片的說明文字也以總書記和國家主席稱呼胡錦濤，不提他

的軍委副主席身分。這使得胡錦濤的照片名正言順排在軍委主席江澤民照

片的左側。九月三日《解放軍報》再度出現類似情形。同月二十日十六屆

四中全會同意江澤民辭去軍委主席職務後的第二天，《解放軍報》又是如

此。事後資料顯示，九月一日正是江澤民簽署辭職信的那一天（江澤民，

2004）。在九月初兩度把胡錦濤照片放在優於江澤民照片的版面位置，改

變之前的編輯手法，正好呼應江澤民提出辭職信的時間點。

九月二十一日《解放軍報》刊登江澤民、胡錦濤兩人出席軍委擴大會

議的照片時，把江澤民的照片放在較優勢的版面，胡錦濤照片則在較劣勢

的位置。不過，此時應該只是禮貌性作法，而非代表兩人權力再度出現變

化。因為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江澤民指出胡錦濤是合格的軍委主席，又說

總書記、國家主席、軍主席三位一體是必要的、最妥當的作法（江澤民，

2004）。

最後，本文再從照片構圖的面向說明江、胡兩人權力消長如何影響他

們在合照中的位置。在本文的研究時段中，江澤民與胡錦濤兩人共同出現

的照片有 38 張，比例僅佔全部 515 張照片的 7.4%。照片張數過少使得些微

的張數增減導致高百分比的差異，這是以合照照片觀察兩人權力消長時，

                                                 
27 2004 7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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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臨的最大隱憂。在這 38 張合照照片中，15 張是與解放軍將領合照，除江

澤民、胡錦濤以外無其他任何一位文人。在這些軍方場合的照片中，14 張

是在軍委主席交接前拍攝，照片旁白文字均只說明胡錦濤以軍委副主席身

分出席，並未提及他的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身分。江澤民則以軍委主席

身分出現。另有 8 張是在節慶表演或植樹活動時拍攝。這兩種場合拍攝的

合照佔全部合照照片的六成。

分析結果發現，合照片張數雖然很少，但仍能看出領導人權力地位改

變對《人民日報》編輯手法的影響。照片構圖所呈現的特徵與曝光頻率、

版面積分大體相近。這種變化的趨勢有四點特徵：一、二○○三年四月仍

然是江、胡兩人合照中主體人物改變的重要分水嶺；二、單獨以江澤民為

主體的合照照片明顯減少；三、以江澤民、胡錦濤兩人為共同主體的合照

則明顯增加；四、單獨以胡錦濤為主體的合照照片在最後階段開始出現（見

表 3）。

3　

2002/11-2003/2 2003/3 2003/4-2003/6 2003/7-2004/8 2004/9-2005/2

共同主體 17% (1 張) 14% (1 張) 33% (1 張) 35% ( 7 張) 50% (1 張)

江 主 體 50% (3 張) 86% (6 張) 33% (1 張) 25% ( 5 張) 0% (0 張)

胡 主 體 0% (0 張) 0% (0 張) 0% (0 張) 0% ( 0 張) 50% (1 張)

無 主 體 33% (2 張) 0% (0 張) 33% (1 張) 40% ( 8 張) 0% (0 張)

合 計 100% (6 張) 100% (7 張) 99% (3 張) 100% (20 張) 100% (2 張)

註：由於四捨五入的關係，各項比例加總可能不等於 100%。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在二○○二年十一月至二○○三年三月之間，單獨以江澤民為主體的

合照照片均佔該時段 50% 以上。二○○三年四月以後，江澤民為主體的合

照照片明顯減少，等到二○○四年九月他交出軍委主席後，《人民日報》

甚至不再刊登這種合照照片。由此可見，單獨以江澤民為主體人物的合照

照片明顯減少。相對的，以江澤民、胡錦濤兩人為共同主體人物的合照明

顯增加。在二○○三年三月以前，把江、胡兩人置於合照中央位置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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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 1 張，比例低於 20%。等到二○○三年四月以後，江、胡是共同主體

人物的比例升高到三分之一以上，最後甚至高達 50%。同時，二○○四年

九月在軍委主席交接之後，《人民日報》開始刊登單獨以胡錦濤為主體人

物的合照照片，為前幾個時段從未出現的情形。

本文第二節討論領導人權力消長與黨報新聞照片的關係時，曾經指出

中共領導班子出現權力消長時，黨報的編輯手法容易出現混亂的情形。領

導人之間若未發生權力消長的時候，黨報刊登領導人新聞照片的原則應該

符合領導人各自的身分，呈現穩定的模式。為了觀察是否出現「選擇偏差」

（selection bias）的問題，28 本文以今年五月四川地震之後（五月十三日至

六月四日之間），《人民日報》頭版刊登胡錦濤與溫家寶兩人照片為例，

簡單說明領導人之間既無路線紛爭，亦無地位消長的情況下，《人民日報》

刊登領導人照片的模式。換言之，四川地震個案可說是江胡權力轉移個案

的對照個案。

溫家寶在地震之後擔任國務院抗震救災總指揮部總指揮，立即前往四

川賑災，曝光機會大增，並贏得眾人好評。照理說，他的照片出現在《人

民日報》頭版的機會應該很多。然而，本文發現，在這 23 天中，《人民日

報》並未改變刊登胡溫兩人照片的原則。胡錦濤的照片數量壓倒性的超過

溫家寶的照片數量。胡錦濤照片共出現 18 張（其中 4 張照片為接見外賓，

另外 14 張照片則是探視災民與慰問救災人員），溫家寶照片只出現 4 張。

另外，還有一張是全體政治局委員哀悼災民的大合照。從曝光頻率來看，

胡錦濤照片遠遠超過溫家寶照片完全符合兩人的權位順序。由於胡溫兩人

照片的曝光頻率相差甚多，胡錦濤照片的版面績分自遠高於溫家寶，也符

合兩人的權位順序。

此外，溫家寶四張照片中的三張密集出現於地震剛發生後的三天──

五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胡錦濤於五月十六日前往四川探災後，《人民日報》

                                                 
28 Geddes (2003: 89-129)；King et al. (1994: 124-149)；Collier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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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版只刊登過一張以溫家寶為主體的照片。這張照片出現在五月二十三

日，當日胡錦濤的照片也出現在。胡錦濤照片位於本文所訂版面區塊的丙

區，而溫家寶照片則在戊區。從版面位置來看，胡錦濤照片的位置優於溫

家寶照片的位置，依舊符合兩人的權位順序，並未因四川地震而變化。由

此可見，當領導人地位未曾出現消長時，黨報的編輯手法不會出現變化。

對於研究中共菁英政治的人來說，如何找到更多訊息管道，協助判斷

高層領導人權力消長，始終是一個嚴酷的挑戰。在過去學者研究基礎上，

本文指出黨報刊登領導人新聞照片的編輯手法，會因領導人權力消長而變

化。造成這種因果關係的原因則是黨報的「黨性原則」──黨報與中共中

央的路線、方針和政策保持一致。本文因而得出一個論點──「領導人權

力的消長導致黨報刊登領導人照片的編輯手法出現變化」。為了闡述上述

觀點，本文從曝光頻率、版面位置與照片構圖三個面向分析《人民日報》

的編輯手法，檢驗該報刊登江澤民、胡錦濤照片的策略如何隨著兩人權力

轉移的進程而調整。

研究結果發現，在二○○二年十一月至二○○五年二月之間，《人民

日報》的編輯手法以二○○三年四月 SARS 危機為重要分水嶺，呈現兩種

不同的模式。二○○二年十一月胡錦濤接任總書記之後，他的照片在曝光

頻率與版面優劣位置上明顯提升許多，但仍與江澤民照片呈現互有領先的

膠著局面。在 SARS 危機爆發之後，胡錦濤照片在這兩個面向明顯甩開江

澤民照片，居於領先地位。

在照片構圖上，《人民日報》的編輯手法主要是以二○○三年四月

SARS 危機為重要分水嶺。SARS 危機之前，單獨以江澤民為主體人物的

合照照片高達 50%，之後就明顯逐漸減少，以致於完全消失。相對的，以

江澤民、胡錦濤兩人為共同主體的合照則從 SARS 危機之前的一成多增加

到 SARS 危機之後的三分之一。在二○○四年九月，《人民日報》更首度

使用單獨以胡錦濤為主體人物的合照照片。不過，合照照片張數過少，平

均一個月 1.5 張，使得些微的張數增減導致百分比的大幅差異。這是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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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照片觀察兩人權力消長時，必須非常慎重的地方。

本文認為《人民日報》編輯手法改變的過程不僅受到領導人職務交接

的影響，也會受到領導人建立統治威信的影響。為了確認後者對《人民日

報》編輯手法的影響，本文特別將二○○三年三月、四月各細分為兩個時

段，以便觀察該報在國家主席交接至 SARS 疫情爆發之間的刊登江、胡兩

人照片的情形。結果發現《人民日報》在這段期間的編輯手法與國家主席

交接以前的策略相似，去和 SARS 疫情爆發之後的模式顯著不同。換言之，

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等三個職務交接事件強化胡錦濤的地位，使

得《人民日報》增加刊登胡錦濤照片的頻率、較常把胡錦濤照片放在版面

的優勢位置。然而，胡錦濤解決 SARS 危機的後續影響也不容忽視。這個

危機並未導致領導人異動，但給予胡錦濤罷免兩位正部級高官，建立統治

威信的機會。《人民日報》因而進一步調整編輯手法，凸出新任領導人。

雖然本次研究結果尚稱滿意，但不能因此過度膨脹它的意義。首先，

本文的研究設計屬於「典型個案分析」，刻意挑選最適合、最具代表性的

個案，藉此使此論點得到經驗上的支持。若要建立真正的、更細緻的通則，

就需要更多的個案研究來累積成果，如激烈政爭過程中黨報刊登領導人照

片的模式等等。本文在說明研究設計時已經點出這個侷限性。

其次，外界可以在較長的一段時期內，從黨報刊載的眾多領導人照片

中，勾勒他們權力消長的趨勢，但未必能判斷特定時間點黨報刊載個別照

片的政治意涵。造成黨報刊載不符合領導人權力消長實況的個別照片可能

有很多原因。例如尊重屆退領導人的禮貌性作法、29 編輯人員自由意志抗

拒中央指令、30 激烈派系鬥爭導致高層分裂，或是領導人權力急速變化等

等，31 都可能導致各別照片無法反映領導人真正的政治地位。若以個別照

片判斷領導人權力消長，可能有造成誤解的風險。這就好像統計學者以單

                                                 
29 2004 9 2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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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Transitions as Revealed from
News Photos:

Jiang Zemin’s and Hu Jintao’s
Photos on The People’s Daily

Chien-Wen Kou* & Shu-Yuan Li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claims that photographs of Chinese leaders in leading Party
newspapers provide first-hand information for understanding interaction among
these leaders.  Becau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ontrol over mass media,
Party newspapers’ editorial policies must abide by the directions of the Party central
authority.  Accordingly, these photographs reflect the changes in leaders’ political
strength at various stages throughout the power competition.  In order to illustrate
this argument, this article analyzes Hu Jintao and Jiang Zemin’s photos, which were
published on the front page of the People’s Daily between November 2002 and
February 2005.  The three indicators used in the analysis are monthly publication
frequency of photos, monthly layout scores on the front page, and the figure focused
on in the 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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