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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电视的两面性--评布尔迪厄《关于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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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成了现代人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东西，电视向人们提供本地、本 国、世界的消

息；电视提供娱乐，指导购物；电视甚至不知不觉地铸造人们 的情趣和灵魂----想想学龄前

儿童和中小学生对广告词的熟稔和模仿吧 ；对不少人来说，电视不但是了解世界的窗口，简

直就是生活和世界本身。  

  电视是不是代表了一种进步？显然是，它无疑是物质和技术的进步。但 在精神上呢？它

在给我们呈现五彩缤纷的世界的同时，是否也把文化垃圾塞 给我们？它在向我们提供目不暇

接的画面的同时，是否也使我们的思维被动 、单一？在这些问题上，当代法国著名的社会学

家布尔迪厄向人们敲响了警 钟，新近的这本小书记录了他的精细观察和巧妙分析。  

  电视是信息的主要来源，但事情还有另一面。布尔迪厄说："上电视的 代价，就是要经

受一种绝妙的审查，一种自主性的丧失……政治干涉和政治 控制的确存在。"在他看来，电

视体现了现代大众传媒的痼疾：钟爱有轰动 效应的社会新闻，这类新闻能吸引公众、娱乐公

众，但不触犯任何人，没有 风险、千篇一律。他认为，这类谈资实质上掩盖了弥足珍贵的东

西，他知道 很大一部分人"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交给了电视，把电视当成了消息的惟 一

来源。电视成了影响这很大一部分人头脑的某种垄断机器。然而只关注社 会新闻，把宝贵的

时间浪费在空洞无聊或者无关痛痒的谈资上，这样一来， 便排斥了公众为行使民主权利应该

掌握的重要信息"，有些人"只有电视提 供的那点信息作为自己的政治知识，也就是说其政治

知识几乎等于零"。  

  布尔迪厄提到的电视的另一个问题是，它受收视率的影响，它屈服于紧 急性的压力，它

制造了一种快速思维。在电视中，交流是表面上的，真正的 交流并不存在。真正的思考需要

论证、需要时间，电视培养了一批"快思手 "，他们以"固有的思想"来进行思维。"在日常生

活中起着巨大作用的' 老生常谈'具有这样的特效，那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并在瞬间接

受： 正因为平庸普通，所以他们为发话者和接受者所共有。而与此相反，思想就 其定义而

言，是颠覆性的：它必须以解除'固有的思想'为前提，然后应该 加以论证。""电视只赋予一

部分'快思手'以特权，让他们去提供文化快 餐，提供事先已经消化过的文化食粮，提供预先

已形成的思想。"  

  布尔迪厄对电视的批评不止以上两个方面，他的批评矛头所向，不是制 作人，而是整个

电视的制作和运作机制。他谈的是法国，大不了针对整个西 方社会，但我认为，如果真有一

种电视病的话，那么我们这里也免不了染上 疾患。当然，病症的表现会有所不同，有些我们

会轻一些，有些我们会重一 些。比如，不论在哪里情况都一样，电视节目的多数是用来打发

时间的，它 们对于老人和退休者很合适，但使正在成长和学习的青少年精神松懈，未老 先

衰；不论在哪里都可以发现，电视制造了一批头脑空虚、忸怩作态、嗲声 嗲气的年轻人，但

·郑志荣《志当存高远》序  

·《传媒资本运营》书评  

·批判性地解读媒介  

·读<大众传媒通论>有感  

·读《媒介新闻评论学》  

·<媒介新闻评论学>读后  

·张立伟:新闻研究三题  

·读《媒介新闻评论学》  

·《农业传播学》序言  

·《南方报业战略》序  

·《中国乡村传播学》序言  

·传媒“发家史”  

·良知胆识的新闻学  

·CDDC丛书序：其言也厉…  

·媒体商业化与新闻执政  

·感受2004畅销书  

·富媒体 穷民主：政治之…  

·读《大公报百年史》杂感  

·《报业经济学》读书报告  

·“新闻发现学”质疑  

站内搜索 登陆 论坛注册



同时可以看到，由于一味模仿港台，其恶心和令人惨不忍 睹的程度，以我们这里为甚。  

  值得指出的是，布尔迪厄的书本身也表现为一个悖论。他应法国电视台 之邀作了两次讲

座，他的书就是根据讲座的内容修改、整理而成。正是因为 电视的影响力，《关于电视》一

书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使得该书长期名列最 佳畅销书排行榜之首。也许有人要问，布尔迪厄

是在对电视作批判，还是与 电视共谋？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电视的两种两面性，它既提供

了信息，又 可能遮蔽思想；它既体现了话语霸权，又提供了反思和批判的机会---- 如果没

有电视，我们怎么知道布尔迪厄对电视的批判呢？当然，布尔迪厄对 两个方面都有遭遇和体

会，看来，电视的正面和负面作用，与它是处在垄断 和竞争状态下很有关系。  

  《关于电视》 皮埃尔·布尔迪厄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９月，９·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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