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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分层看电视媒体文化属性 

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是一个多元文化能够相互融合又能保持相对独立的社会，是一个各种文

化都能够得到尊重的社会，作为电视这种现代传播的重要媒体，在大众传播中，要充分尊重多元文

化的存在，使各种文化在传播中，互相交流沟通融合，特别是在当今，全国上下提出以科学的发展

观构建和谐社会时，电视媒体要成为各种文化互相融合交流的主要载体，为大众服务。 

社会学的观点认为，社会并不是只有一种单一的文化组成，而是在主流文化下，又分成形形色

色的各种亚文化。所谓主文化是社会中所有成员都共同遵守的文化标准，如中国传统的儒家观念、

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等，而在这种主文化的背景下，还有许多亚文化，社会

学家把那些在某一群体中形成的既包括一些主流文化特征，又包括某些独特的文化特征的行为选择

标准体系叫作“亚文化”。 

除了主文化和亚文化，社会文化还可分层为“统制文化”和“统计文化”以及“雅文化”和

“俗文化” 

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决定了拥有不同文化的人们，总是试图以自己的文化标准来解释一些社会

现象，而这种解释的观点往往带有一些片面性，下面我们不妨以社会学的观点分析一下近年来的一

些电视现象，从而探讨电视节目的文化属性。 

现象一：《超级女声》的超级争论 

湖南卫视“2005超级女声”娱乐节目，可以说创造了中国娱乐节目的“收视神话”，据说全国

有4亿观众同时关注了这一档节目，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但在高收视高关注的背景下，对这档节目

的社会影响，却出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褒方认为，“超级女声”“为大众提供了民主参与以及民

主决定的舞台。不同于电视上以往见惯的综艺类节目，普通大众取代了主持人、明星成为“超级女

声”的主角，过去欣赏式的审美、庙堂式的文化变成了参与式、互动式。”褒方在评价节目的影响



时，甚至认为“超级女生”现象其本质和政治生活中的“海选村官”一脉相承“，“是一场“庶民

的胜利”。而贬方认为“超女害人”“恶俗娱乐”，连中央电视台一些著名主持人也带头抨击。 

一档《超级女声》节目让电视界为之哗然，也让社会上许多阶层人士观点相左，好在国家广播

电影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朱虹代表官方观点，认为“超女的出现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不能一棒

子打死”，才逐渐使这场争论有所降温。 

褒也好，贬也罢，反应出来的文化现象就是，争论的双方都已经打上了文化的烙印，在文化矛

盾冲突中，努力向社会阐述自己的“正确”观点。 

那么为什么会因为一档节目产生如此大的冲击波呢，因为节目本身冲击了固有文化，和我们现

实社会主文化的价值观出现了背离，甚至成了“反文化”。 

反对者一方，大都受过深厚的传统礼教教育，遵循严格的社会规范，希望人们长得五官端正，

穿戴得体大方，言谈温而文雅，举止彬彬有礼，这些文化的标志已经深入人心，而与之相反，便斥

之“另类”，“有伤大雅”，但事实上，社会上，特别是在最基层和在年轻人当中，仍然有许多

“标新立异”者，他们受传统教育不多，或者越是对他们进行传统教育，他们越是反感已有的规

矩，从内心深处对已有的社会规范存在着“反感”情绪，这些人形成了一种新的“亚文化”，《超

级女生》不过是亚文化在主流文化下的一种情绪发泄，在这里这些行为的“反叛者”，看到了“草

根”个体，通过自我奋斗，使个体从群体中脱颖而出，功成名就，而这种“选秀”又是在相对公平

的条件下产生，因此，超级女生诞生的过程隐含着低层人们奋斗的梦想和渴盼，这样，李宇春等便

成了拥有亚文化人的“英雄”。 

 文化的矛盾，也使得文化产生了交融，褒贬的双方在辩论中，产生了理解，所以很难说《超级

女生》就代表了庸俗低级。事实上，在中央台后来的一些文娱节目中，自觉不自觉地也运用了《超

级女生》的一些运作方式，而如果“一棍子打死”往往只能造成更多具有亚文化特点的人的厌恶。 

从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的表态以及对选秀类活动的管理能够看出，作为主管部

门，还是以包容客观开放的姿态来直面“超女”现象，也说明在文化的冲突中，政府扮演了一个协

调管理的角色，这也是在建立和谐社会中，政府本应扮演的角色。 

从电视传播来说，湖南卫视为其它地方电视媒体开拓了思路，地方电视媒体由于所处的地域、

民族、风俗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电视媒体要办出特色，就是要尊重这些不同的“亚文

化”，同时湖南卫视也为中央电视台的同仁上了一课，毕竟，一个稳定的社会，需要尊重多元文

化，多给一些理解，少一点责备。 

现象二：《南京零距离》产生的“民生新闻”热。 

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南京零距离》新闻栏目，掀起了中国各地电视台的“民生新闻”热，一

时间，全国各地诞生了不同地域的“零距离”节目。《南京零距离》的成功，原因就是敢于打破常

规，大量报道发生在百姓身边的新闻故事，而政府活动、会议新闻经常被压缩在屏幕下方以滚动字

幕的形式出现。 



《南京零距离》的成功，从社会学的视野来看，是对原有的“统制文化”的反叛。长期以来，

新闻媒体在我国注重的是“宣传”和“教育”，媒体大量充当的是政府的宣传角色，而忽视了基层

群众的声音，尽管我们也曾经要求过大量反映普通群众的生活，但所起的作用，是通过群众来“教

育”群众，因此，新闻媒体一直充当的是“统制文化”的载体。 

所谓“统制文化”是指一个社会中占有统治地位并制约着其它文化特性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体

系。过去新闻中，大量的都是在这样的“价值观”和“规范体系”下的新闻，如中央电视台的《新

闻联播》和各地方电视台的新闻，人们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下，无形中对“统制文化”的说教有一种

反叛心理，需要释放，接受一些轻松的、感人的、娱乐的、离奇的、服务的社会信息， 《南京零距

离》无疑开了个先河，有些新闻很难说有什么“社会意义”，但老百姓却很想看，很愿意接受，因

此《南京零距离》其实是给社会普通群众开了一个新闻栏目，反映的是群众的“个体文化”，所以

得到了群众的欢迎。 

社会主义新闻媒体的特性决定了媒体的性质，我们电视新闻不可能背离这样的“统制文化”，

但一定学会在这种主文化的背景下，给这些非统制文化的现象一个生存的空间。比如，在我们社会

中，宣扬舍己救人大公无私和集体主义的精神，但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的行为都是为自己的利

益行事，新闻媒体不能因为宣扬大公无私的精神，而排斥个体的利益驱动，只要尊重个体利益的存

在，只要个体利益不损害别人或集体的利益，我们就应该包容这样的精神，反映他们的生活，有这

样包容胸襟的社会，才能够走向和谐。 

从《南京零距离》的成功，给电视媒体的启发是，新闻节目在遵循和报道 “统制文化”“主文

化”时，同样有责任把视野扩展到“统制文化”或“主文化”之外，反映民间的低层的他们的文化

范畴，新闻要“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就要求报道者能够站在群众的角度，体味他们

的情感，反映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现象三：“如日中天”的易中天现象 

几年前，连电视人都不敢想象，把课堂搬到电视上，也能产生很大反响，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

的《百家讲堂》栏目这两年越来越火，易中天这位曾经默默无闻的厦门大学教授，他的影响就像他

的名字一样“如日中天”，易中天品三国等系列讲座已经成为观众最喜爱的节目，易中天的图书也

市场旺销，但随之而来的，是对易中天的非议，对历史学术的担忧，有人骂易是“学术界的土匪和

流寇。” “干的不是正事” 是“电视忽悠出来的怪胎、是史学界的悲哀”， 

在易中天现象中，我们发现，观众为易中天献出了鲜花和掌声，但一些学术界的专家献给他的

则是非议和“板砖”。 

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原因，两者都没有错，非议的人站在精英文化即“雅文化”的角度，以一种

对历史事件极端负责的态度，认为对待历史不能“娱乐”，而赞成者则是站在大众文化即“俗文

化”的角度，认为这样讲历史即有趣又能长见识。 



雅文化与俗文化是社会中的不同成员由于掌握文化表达的工具的能力不同而形成的文化差异。

雅文化与俗文化常常存在严重的感情冲突，崇尚雅文化的对一些俗文化斥之为“下里巴人”，认为

俗不可耐，而俗文化代表的是大众文化，易中天正是以俗文化的方式讲解历史，当然就和崇尚雅文

化的学术界发生了冲突，比如讲“空城计”时，他这样描述：“空城计不符合逻辑，司马懿十万大

军开过来了，诸葛亮叫几个老兵去扫地，大开四个城门，再叫两个小孩在他身边呆着，他自己呢？

拿着架琴唱卡拉OK……”这样的描述通过电视播出自然是通俗易懂，但放在学术里自然是不切实

际。 

作为大众传播的电视媒体，要发挥最大的社会传播效应，不能不考虑大众的文化特点，而大众

的文化特点大量的表现都是俗文化，因此，电视的本质是以俗文化为主体的文化载体。如果易中天

的讲述是为拥有雅文化特征的社会精英阶层服务，自然不能让拥有俗文化特征的大众接受，毕竟是

“曲高和寡”，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是个科普频道，科普的对象是大众，因此与其说是易中天的

成功，不如说是电视台对电视大众本质特性的正确认识。 

从以上三个电视现象的文化分析，不难看出，电视节目要办出特色，让人喜闻乐见，电视人必

须在关注“主文化”的同时，给“亚文化”充分的生存传播空间；在不排除“统制文化”的特性之

外，要研究挖掘民间的“统计文化”；在不排除“雅文化”的前提下，把大量的时间和空间留给拥

有“俗文化层”的普通群众，使节目雅俗共享。 

（编辑：贾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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