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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质化分析与新闻传播研究

章戈浩

章戈浩：澳门科技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质性

研究方法。

　　摘　要　本文以近年来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采用Ｎｖｉｖｏ、Ａｔｌａｓ．ｔｉ等

软件进行质化数据分析的若干研究个案为例，梳理了计算机辅助质化

分析软件的最近发展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应用，以及其给方法论带

来的挑战。

关键词　Ｎｖｉｖｏ；Ａｔｌａｓ．ｔｉ；ＣＡＱＤＡＳ；计算机辅助质化研究；新闻

传播

一、质化分析与新闻传播研究

作为经验研 究（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两 大 分 支 之 一 的 质 化 研 究（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在 社 会 科 学 领 域 的 影 响 力 与 运 用 范 围 一 直 难 以 与 量 化 研 究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分庭抗 礼。后 者 在 社 会 科 学 领 域 的 宰 制 性 地 位 固 然 有

特定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但近年来质化研究的再度崛起与兴盛也不容忽视。质

化研究的卷土重来与后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流行有所关联，也与人类

学方法在其他社会科学门类被广泛采纳不无因缘。这其中更深层次的原因，还

有待学理与方法论上的进一步梳理。不过可以发现，以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信

息科技在质化研究范畴内的运用，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之功。计算机辅助质化

数据分析软件（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以下简

称ＣＡＱＤＡＳ），一方面，大 大 节 省 了 质 化 数 据 分 析（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以下简称ＱＤＡ）中烦琐的人工劳动；另一方面，也可以严整质化研究的研究规

范，打破人 们 对 质 化 研 究 的 刻 板 印 象，甚 至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带 来 方 法 论 创 新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在西方学术界，ＣＡＱＤＡＳ已得到广泛运用，有学

者甚至欢呼“所有的质化研究都可以轻松借助软件的帮助”（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１９９９ｂ）。

在大中华地区，ＣＡＱＤＡＳ近年来被社会科学多个学科引进，已从早年的软件引

介为主（付桂芳，陈彩琦，Ｐａｕｌｉ，＆ Ｒｅｕｓｓｅｒ，２００５；夏传玲，２００７；张浓芳，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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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蕊、邱均平、周黎明，２００５），发展到在多个学科领域利用质化软件进行的经验

性研究，如 旅 游 休 闲 研 究（王 佳 果、王 尧，２００９；王 婷 婷，２０１２）、心 理 学（卦 丹 珺

等，２０１０）、教育学（李 赛 强、路 丽 丽，２０１４；王 光 明、佘 文 娟、宋 金 锦，２０１４；罗 红

卫、丁武、王强科、牛健、李莹，２０１１；胡庆艳、于春锋，２０１２；袁智强，２０１２；金文，

２０１２）、管理学（杨 志 勇、易 军，２０１３；王 忠、丁 小 琴、熊 立 国，２０１２；王 朝 辉、陈 洁

光、黄霆、程瑜，２０１３），还 出 现 了 将 其 与 量 化 研 究 数 据 挖 掘 技 术 相 结 合 的 尝 试

（原建伟，２０１１）。而中国台湾地区更是出现了从方法论角度进行的对于软件的

反思（刘 世 闵，２００６；刘 世 闵、曾 世 丰，２０１３；林 本 炫，２００６；陈 利 铭、吴 璧 如，

２００６）。在新闻、媒 体 与 传 播 研 究 领 域，目 前 也 有 了 一 些 尝 试（倪 琳、易 旭 明，

２０１３）。但总体而言，中文学界对计算机辅助质化分析软件的运用仍存在诸多

缺憾，如在有些研究中将其完全当作量化研究软件使用；在有些研究中忽略了

中文的文本特性，直 接 使 用 英 语 文 字 分 析 时 的 技 术 技 巧。而 本 文 旨 在 中 文 新

闻、媒体与传播研究领域，开展针对计算机辅助质化数据分析的初步的前瞻性

研究，探讨计算机辅助质化数据分析软件进入中文新闻、媒体与传播研究视野

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二、计算机辅助质化分析软件简介

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计算机辅助质化分析软件主要有Ｎｖｉｖｏ，Ａｔｌａｓ．ｔｉ等。

Ｎｖｉｖｏ的前身是澳大利亚Ｌａ　Ｔｒｏｂｅ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教授Ｔｏｍ　Ｒｉｃｈａｒｄ为帮

助从 事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的 妻 子 Ｌｙｎ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而 编 的 软 件 Ｎｕｄｉｓｔ。Ｎｕｄｉｓｔ系

“Ｎｏｎ－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ｕ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ｄａｔａ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ｅｘｉｎｇ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ｚｉｎｇ”的简称，即“数 值、非 结 构 性 索 引 搜 索 及 理 论 化 技 巧”。１９９５年，该

软件由澳大利亚ＱＳＲ软件公司接手开发并开展教育培训。Ｎｖｉｖｏ的最高版本

目前 是１０版。Ａｔｌａｓ．ｔｉ是 由 德 国 柏 林 科 技 大 学（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ｅｒｌ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为 了 一 个 跨 学 科 的 研 究 计 划 ＡＴＬＡＳ（Ａｒｃｈｉｖｅ　ｆｏ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ｈｅ　Ｌｉｆｅｗｏｒｌｄ，ａｎｄ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开发的。Ａｔｌａｓ．ｔｉ在软件

市场上一向与Ｎｖｉｖｏ难分伯仲、竞争激烈，且早于 Ｎｖｉｖｏ多年就推出了对多媒

体文件编码支持的产品。但近年来，该软件的升级速度开始落后于Ｎｖｉｖｏ。近

年来，ＭＡＸｑｄａ软件更是异军突出，开始具备了与Ｎｖｉｖｏ、Ａｔｌａｓ．ｔｉ一较高下的

能力。而 在 苹 果 计 算 机 平 台 上，可 以 运 用 的 软 件 则 有 ＨｙｐｅｒＱｕａｌ、

Ｈｙｐ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此外，知 名 的 同 类 软 件 还 包 括 Ｑｕａｌｒｕｓ、ＱＤＡ　Ｍｉｎｅｒ、

ＴＡＭＳ等。另 外，还 有 一 系 列 开 源、免 费 软 件，如 ＡｎＳＷＲ、Ｅｔｈｎｏｇｔａｐｈ、Ｗｅｆｔ

ＱＤＡ等。值得一提的是，复旦大学社会学者黄荣贵开发的ＲＱＤＡ，是基于Ｒ语

言开发的开源软件，也是诸多质化分析软件中对中文支持最彻底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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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化研究分析软件在新闻与媒体研究中的运用已经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

关注。２０００年，英国拉夫堡大学获取了英国国家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资助，

组建了关于媒体内容分析新方法的发展与评估研究项目。该项目研究组成员

既包括国际知名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Ｐｅｔｅｒ　Ｇｏｌｄｉｎｇ，也包括国际知名的话语分

析权威 Ｍｉｋｅ　Ｂｉｌｌｉｇ以及一批青年学者。该研究小组从２００３年起陆续开始尝试

运用质化分析软件从事媒体分析，特别是对新闻内容进行分析，并得到了国际

学术界 的 认 同，一 系 列 相 关 研 究 也 受 到 了 世 界 各 地 的 回 应。如 由 Ｔｈｏｍａｓ

Ｋｏｅｎｉｇ使用 ＣＡＱＤＡＳ从 事 框 架 分 析 的 案 例《作 为 言 论 自 由 的 反 犹 主 义》

（Ｋｏｅｎｉｇ，２００４ｂ）、《使用ＣＡＱＤＡ实 现 框 架 分 析》，由Ｊｏｈｎ　Ｄｏｗｎｅｙ与Ｔｈｏｍａｓ

Ｋｏｅｎｉｇ结合 Ｍａｘｑｄａ与ＳＰＳＳ进行研究的《国家化与欧洲化与全球化》（Ｄｏｗｎｅｙ　＆

Ｋｏｅｎｉｇ，２００４），Ｔｈｏｍａｓ　Ｋｏｅｎｉｇ讨论使用质化软件进行框架分析 的《再 规 范 框

架分析》（Ｋｏｅｎｉｇ，２００４ａ）、《从框架到关键词到框架》（Ｋｏｅｎｉｇ，２００５），以 及 尝 试

多人合作 进 行 框 架 分 析 的《土 耳 其 加 入 欧 盟 的 媒 体 框 架》（Ｋｏｅｎｉｇ，Ｍｉｈｅｌｊ，

Ｄｏｗｎｅｙ，＆Ｇｅｎｃｅｌ－Ｂｅｋ，２００６）。

三、计算机辅助质化分析软件的运用

使用质化研究分析软件资料进行分析，可以使对于质化材料的分析不仅仅

停留在文本层面；也就是说，不仅仅只对文本的字面作简单的归纳，而是可以进

行更深且更复杂的分析工作。与此同时，可以将质化研究的材料量大大增加，

让质化研究不再是零敲碎打，而是也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数据处理。由于使用软

件大量节省了人工从事资料简化与连接时机械烦琐的动作，质化研究工作者得

以从简单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对材料进行更有深度的思考与分析。使用了

质化软件之后，质化研究的团队研究成为可能。合作进行一项研究的研究者可

以很容易地共享一组质化资料，研究者自然也因此得以方便地把自己的资料和

研究分析过程与人分享，甚至包括和被研究者分享，使别人判断其分析、结论与

理论验证是否合理，进而揭开质化研究的神秘面纱。此外，初学质化研究的学

者也得以通过计算机软件进行资料分析，进而加深对质化研究的理解，更快熟

悉质化研究。由于目前最新的质化分析软件大多具备超链接、视觉化等特色，

质化研究成果可以以可视化方式输出，研究成果的易读性大大提高。加之不少

质化分析软件还提供了与量化研究软件ＳＰＳＳ的接口，通过软件走出一条量化

与质化相结合的研究道路，也不再是天方夜谭。

受到由Ｓｔｒｕａｓｓ与Ｇｌａｓｅｒ提出的扎根理论（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Ｇｌａｓｅｒ　＆

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９６７）的影响，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以 后，作 为 经 验 研 究 的 质 化 研 究 一 直 遵

循着一定的研究规范；而采用计算机辅助的质化分析，正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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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 规 范。质 化 分 析 通 常 分 为 三 个 基 本 步 骤：描 述 （ｄｅｓｃｒｉｂｉｎｇ）、分 类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ｎｇ）、连接（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对于质化材料的分析首先将原始资料系统化、

条理化，然后将资料编码、分类、集中、比较和浓缩，最后对资料进行解释、推广

以形成假说、理论，并再次在原记录中对这些理论或假说进行验证、修改。这一

过程有时需要反复多次才能完成。整理分析过程因研究目的和研究问题不同

而变化，没有固定程序。这种分析过程开始于对资料的收集阶段，这与量化资料

的分析（分析是在资料收集结束之后开始的）明显不同。质化分析对分析偏离

常规的观念较为重视，即往往会注意到少数派的观点以及那些与研究者总体理

论不一致的例证，因此在分析材料过程中，需要逐字逐句、认真细致地阅读原始

资料，对具体内容进行分类、编码，对不同的文件赋予相应的属性，并在备忘录

上记录一些自己的 初 步 想 法；然 后 从 材 料 中 抽 出 某 一 类 别 的 内 容 进 行 认 真 阅

读、思考，并与其他类别的内容进行比较、联系，形成相应的理论；再回到访谈资

料中验证理论是否正确，若有出入则再对理论进行修正。如此反复多次，最终

得出结论。

在尚无质化分析 软 件 的 年 代，从 事 质 化 分 析 的 研 究 者 起 初 完 全 使 用 的 是

“剪刀加糨糊”这类“小米加步枪”的原始手法。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告别了“刀

耕火种”，在一定程 度 上 借 用 了 文 字 处 理 软 件，以 节 省 时 间、精 力，提 高 工 作 效

率。其具体方法包括将研究资料打印出来，并在打印时故意将右则边界留得较

大，这样就可以在空白处手工进行所谓的“编码”动作；然后再把研究中需要举

例提到的段落剪下来，贴到做摘记用的卡片里。更进一步的方法则是直接运用

计算机里的文字处理软件（例如 Ｗｏｒｄ）或者表格软件（例如Ｅｘｃｅｌ），加上Ｃｔｒ－Ｃ，

Ｃｔｒ－Ｖ等命令，在计算机上进行上述操作。

由于质化数据分析重视所谓的“持续比较”，因此整个分析过程是循环反复

的，而质化分析软件在这方面的优势十分明显。也正因为如此，质化分析软件

通常都具备 以 下 功 能：编 码 与 搜 寻（Ｃｏｄｅ－ａｎｄ－Ｒｅｔｒｉｅｖｅ）、产 生 规 则、建 立 理 论

（Ｒｕｌｅ－Ｂａｓ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建 立 索 引（Ａｎ　Ｉｎｄｅｘ－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建立逻 辑 关 系（Ｌｏｇｉｃ－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建 立 概 念 网 络（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ｙｓｔｅｍｓ）（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１９９９ａ），以实现上述种种分析方法。

以 Ｎｖｉｖｏ为例，如果在质化分析中使用软件对内容进行分析，首先要将各

种资料导入计算机中，可以以文字形式逐字逐句输入计算机，也可以以音频、视

频等形式导入，然后再进行编码（Ｃｏｄｅ）。不同于量化研究中的编码，质化研究

的编码是指运用恰当的概述性文字，对文字内容的某一部分做出标记。质化研

究的编码工具可以在文内按需要，以行、句、段或章节为单位进行编码，编码后

形成一个节点（ｎｏｄｅ）。对于节点还可以进行编码，形成树状节点（Ｔｒｅｅ　ｎｏｄｅ）或

其他关系节点（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ｎｏｄｅ）。随着分析研究者对于材料的不断熟悉，可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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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相同概念的节点总结起来，形成一个主要节点，或者在不同节点间建立逻

辑关系，在原始材料与最终概念之间形成枝与叶、树与枝一样的关系。再配之

以材料本身的属性（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如访谈对象的性别、年龄、职业等诸多因素或范

畴，或是如田野纪录的写作时间、地点等因素或范畴），就可建立与不同因素、范

畴、节点、原始材料之间的矩阵关系。再辅之以软件的搜索工具（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ｏｌ）

进行逻辑搜索（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Ｓｅａｒｃｈ），就可以从范畴与范畴间找到“某种条件……

那么”的相关关系。

近年来，英语世界的主流媒体研究期刊已经发表了不少借助质化分析软件

所做的研究。如发表于《媒体、文化与社会》（Ｍｅｄｉ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杂志

的《通过名人新闻认同社会价值》（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ｐｅｏｐｌ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ｅｌｅｂｒｉｔｙ　ｎｅｗｓ）一文，就是采用计算机辅助质化分析软件 Ａｔｌａｓ．ｔｉ进行

质化内容分析的一个典型例子。研究者选取了２００５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６年３月的

５４份共７类法语报纸杂志，对名人新闻进行了质化的内容分析。在被研究的报

纸与杂志中，共有３　８７５篇文章符合研究事先定义的名人新闻，研究将文章又细

分为３２　２１０个主题片段（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并进行编码，生成了２２０个编码，

然后将编码分门别类总结为３６个子类别，再将子类别归纳为９个类别，分别是

生活方式、关系、形象、儿童、健康、职业生活、爱情生活、个性、元话语（报刊的按

语、叙述等媒体操作）。由此，研究者发现了法语媒体如何通过对名人生活行为

的报道协调社会价值观，以及不同类型媒体的名人新闻在价值观建构上的差异

（Ｄｕｂｉｅｄ，２０１１）。

在发表于《话语与传播》（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杂志的《报刊抗 议

与公共》（Ｐｒｅｓｓ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ｓ）一文中，研究者收集了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５年苏

格兰报纸对政治运动的报道，也包括对从事报道的编辑、记者的深度访谈，共计

３４３篇文本。研究者直接使用Ｎｖｉｖｏ的检索功能，从文本中标识了４２３个段落。

研究者以“读者”“公众”“舆论”，以及 “公众支持”“公众反对”等相关概念（英文原

为ｒｅａｄｅｒ、ｐｕｂｌｉｃ、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为 关 键 词，

将文本内搜索到的关键词作为节点（ｎｏｄｅ），将包括这些节点的段落一面作为进一

步研究的资源，另外一面用以检验深度分析的代表性（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ｎｅｓｓ）。为了

防止在研究中仅搜 索 关 键 词 会 对 关 键 内 容 有 所 遗 漏，研 究 者 又 手 动 进 行 了 编

码，在通读所有文本材料时，将记者用以指代读者的第二人称代词“ｙｏｕ”也加以

甄别，将指代苏格兰国族的其他同义语也一一标注。然后，研究者将每篇文本

按文章类型（消息、通信等）加上属性，再借助软件的帮助，对比了作为文本的报

纸如何表现公众，以及报纸如何表现自身与公众的互动及对公众的影响，再将

文本与生产文本的情境相对应，从而提示了如何从话语等方面理解记者如何表

征自己与读者或公众的互动，并将其合理化（Ｂｉｒｋｓ，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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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计算机辅助质化分析软件的“哇”效应

当然，尽管质化分析软件给质化研究带来了诸多益处，可是但凡软件都有

不足之处。在没有计算机的时代，质化分析学者使用了大量纸张，光是整理保

存资料和阅读注解，就是一场旷日废时的持久战；仅仅一次的概念比较，就得劳

动数时乃至数天之工。顶多是使用文书软件做成多栏的比较表格（例如两栏式

分析表格，多半是逐字稿在左栏、注解在右栏），在要整合概念、比较资料时，仍

然要大费周章、空花力气，在不同档案间切换，在上下页间游走，不停地复制剪

贴。而这些简单的体力劳作虽不是分析工作的核心和重点，却在研究工作中占

据大量时日，使得研究者劳神费力。而质化分析软件虽然不能替代思考，却确

实降低了研究工作的烦琐性，加强了材料的组织性，让研究者可以将精神专注

于思考。特别是对于新闻传播学领域而言，大中华地区对于质化研究方法的引

介与实作本就多有不足，倘若能通过引入质化分析软件，越过在这一学科开展

质化研究的原始阶段，则有望与世界一流研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不过也有学者提出，某些特定软件在市场上的成功，势必会导致该软件所

使用的研究风格成为某种定势（Ｍａｎｇａｂｅｉｒａ，Ｌｅｅ，＆Ｆｉｅｌｄｉｎｇ，２００４）。有学者

认为，要谨防所谓的“哇”效应，即只看到新软件所带来的新方法和新功能的神

奇一面，以为它无所 不 能、战 无 不 胜，因 而 忽 视 它 也 许 会 带 来 的 意 想 不 到 的 问

题。因此，研究者有必要特别留意软件技术里的惊奇因子（Ｗｏｗ　ｆａｃｔｏｒ），不让

研究简单地被软件工具所主导（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Ｋｏｅｎｉｇ，２００４）。

也有学者提出，早 年 间 对 质 化 分 析 软 件 提 出 的 实 际 批 评 主 要 包 括 四 个 方

面：一是担心计算机会使研究与数据产生距离；二是担心以编码为主的分析会

成为研究过程中的主导；三是担心使用计算机后分析会变得机械化；四是担心

目前的计算机程序过于偏重来自扎根理论的研究思路。一方面，这些担忧可以

随着软件的发展得以克服；另一方面，不少担忧也并非是针对质化分析软件，而

是针对研究者自身的担忧（Ｂａｚｅｌｅｙ　＆Ｊａｃｋｓｏｎ，２０１３）。

因此，从事质化分析软件辅助的研究工作，也需对这类软件加以 除 魅。研

究者需保持质化研究工作的自省反身意识，不让自己被计算机工具所驱使，成

为软件的奴隶，忘却研究者才是质化研究的主体。同时，在考虑使用质化分析

软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时，也需要警醒研究者可能陷入“实证式”的思维方式，

将质化资料当成量化资料来计算、分析。具体来说，研究者可能因为计算机的

方便，以资料的量来取代资料的深度；也可能因为将桌面上的纸张转移到了计

算机屏幕上，而改变了原有的思考习惯———屏幕上的内容可能使我们不易观察

到所有资料的全貌，甚至过度专注于细节而造成见树不见林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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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较为成熟的借助质化分析软件从事的研究，往往过于偏重文本分析、

内容分析，这在新闻传播领域尤为突出。实际上，质化分析研究不仅仅可以进

行基于文本的各种分析，从技术层面上说，软件还提供了对文本之外形式的支

持，如视频、音频等。而从方法论角度来看，软件不仅可以用于基于文本的种种

研究方法，如文本分析、内容分析、框架分析、话语分析、符号学分析，等等；观察

日记、田野记录、访谈稿等内容也可以作为其分析对象，使之可以成为质化研究

中不少具有社会维度的研究方法的一部分，如民族志、扎根理论。事实上，面对

一种新兴的研究工具，研究者往往不应由研究工具来规定或限制研究的方法与

领域；而恰恰应该通 过 充 分 开 发 与 使 用 研 究 工 具，让 其 效 力 发 挥 到 极 致，突 破

“工具理性”，启动学术想象力，使其成为研究者方法论创新的动力。事实上，已

有学者开 始 尝 试 使 用 此 类 软 件，进 行 如 话 语 分 析 之 类 的 研 究（Ｈｏｕｓｌｅｙ　＆

Ｓｍｉｔｈ，２０１１；Ｐａｕｌｕｓ　＆Ｌｅｓｔｅｒ，２０１３；Ｒａｍｂａｒｅｅ，２０１４），以及对社交媒体内容的

分析（Ｐｏｔｇｉｅｔｅｒ，２０１３）。

对于中国的研究者来说，在使用质化分析软件时，往往会面临西方学者不

曾面对的新问题与新困境。因此在ＱＳＲ为数不多的国际版本中就有简体中文

版。对于中国用户 来 说，这 当 然 值 得 庆 祝，甚 至 可 以 说 会 使 人 徒 添 几 分 虚 荣。

仅从市场推广角度来考虑，ＱＳＲ此举无疑显示了它对中国市场的希望与信心，

却又颇有几分天真。质化研究以及计算机辅助质化分析软件本身在中国的推

广极为有限，而更重要的问题还并不仅限于此。Ｎｖｉｖｏ推出了包括简体中文版

在内的国际版本，以体现其国际化、本土化的战略，但却根本无法改变西方中心

主义的学术现实。撇开理论层面不谈，仅仅从实际操作层面来说，质化分析软

件的简体中文版只有界面以简体中文显示，或者用行话来讲，只是个界面汉化

版，其软件内核并没有被改写。其实在界面汉化之前，Ｎｖｉｖｏ绝大部分工作是可

以支持中文的；原先存在的因中文而导致的种种问题，恐怕不会因为界面汉化

而被全面修复。即使软件内核被全面改写，软件完全支持中文运用，仍然会有

几个核心问题无法得到解决。这不仅仅与软件技术有关，而是由于Ｎｖｉｖｏ软件

的设计思路本身就是基于西方语言的。而事实上，质化研究中的相当一部分方

法论，又何尝不是基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呢？从某种程度上说，基于西方表音

文字的语言体系，不能完全照搬至汉语这类基于表意文字的语言体系之中。举

个最简单的例子，受汉语（也包括其他东亚国家的语言）分词技术的影响，基于

文本分析的软件相当一部分的功能是不起作用的，如在对文本的分析中根本无

法区别字、词与词组。诸如此类问题，恐怕不仅仅是界面汉化甚至软件内核改

写所能解决的。

质化研究源自于曾与殖民主义为伍而又在社会科学中率先跳出他者目光

的人类学，那么中国学者能否借助质化分析软件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迷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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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我们已经有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知晓了福柯所谓的知识－权力结构，非

西方学者面对西方中心主义在学术领域乃至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霸权，目前可能

还是无力去抵制、挑战乃至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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