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标题    媒介论坛用户名  密码    

媒介动态 传媒产业 传媒经管 传媒经济 传媒环境 广告业 传媒人才 舆论影响 传媒竞争 

新闻与法 新闻业务 新闻学习 新闻理论 新闻史学 新媒体 新闻伦理 传媒调查 媒介批评 

广电世界 新闻教育 媒介人物 大众传播 书店书评 新闻奖 传媒改革 传媒博客 传媒内参 

海派电视娱乐节目的有益启示 

时间：2006-11-3 10:40:17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时统宇 阅读826次

  

发稿：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时统宇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新闻事业研究室主任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 

邮编：100733 

近年来，我在不少场合盛赞过海派电视这些年来的新视野、新理念、新举措，认为上海电视变

得大气和深刻起来了，应当重新估计和评价海派电视在中国电视版图中的地位。不过，这样的

评价是针对上海电视的新闻节目和财经节目，而中国电视屏幕上狼烟四起的娱乐节目中，海派

电视的地位如何呢？在没有看《舞林大会》和《加油，好男儿》之前，这样的疑虑挥之不去。

甚至，我很担心电视娱乐节目中遭人诟病的低俗、恶俗问题会坏了上海电视的名声。然而，当

《舞林大会》上袁鸣、曹可凡等“大姐大”、“大哥大”级的主持大腕一曲终了时，当《加

油，好男儿》中，聋哑选手宋晓波身残志坚、自强不息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时，我不仅感觉

原先的担忧变得多余，而且，一种理性的思考变得自然而由衷，这就是，海派电视的娱乐节目

到底可以给娱乐化狂潮中的中国电视以怎样的亮色？在“拿什么拯救你，电视的娱乐节目”的

世纪追问中，海派电视的娱乐节目能够给人们哪些有益的启示？ 

一、“十里洋场”的上海滩，歌舞升平中到底有多少文化？ 

我们知道，海派文化源起于清末明初，今天看来，也可以称之为历史久远。建国以前，上海曾

经有过中国最大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大上海的崛起，成就了海派文化的雄极一时，至

少，半个世纪前的文化遗产为今天的上海电视准备了基础丰厚的蓝本。而十里洋场的“百乐

门”，在海派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半个多世纪的影视作品中，“舞”甚至能够成为海派文

化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即使是时下热播的电视剧《暗算》中，当年我上海地下党的“帅哥”的

舞姿也是何等了得。而前一时期百乐门公开招聘伴舞女，更是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 

然而，舞蹈毕竟是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种。在今天国人的文化消费中，除了英国的《大河之

舞》、中国的《云南印象》、《千手观音》等少数几个品牌外，诸如国标舞、探戈、华尔兹、

伦巴等高雅舞蹈已被一些舞蹈新锐所取代。也因此，舞蹈这种传统文化形式的现代生存空间真

得成了问题——谁在跳，谁在看，看什么？而今海派电视大跳了一把，在中国电视是个人都想

“超级女声”的同质化悲哀中，海派电视的主持人不唱而跳，至少让人耳目一新。即使是《何

日君再来》的原版歌声响起，观众也不会简单地将其归为“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

花”。 

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中国电视娱乐节目一个死结，这就是在选秀类的节目中任何走出审丑的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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臼。毋庸讳言，《超级女声》等选秀类电视节目之所以受到批评，首要的问题就是用审丑颠覆

了文化。我们不妨做一个比较。  

《超级女声》决赛阶段审美，而海选阶段审丑，而且创造了审丑的奇迹。海选阶段的《超级女

声》是以审丑作为看家本领的，它开创了中国电视审丑的新阶段。有人总结了海选阶段《超级

女声》的“十六字特点”：歪瓜劣枣，南腔北调，现场直播，超级搞笑。例如，在成都赛区，

有一位名叫黄薪的“红衣教主”，她之所以得到观众的关注，绝不是因为她有天籁般的嗓音，

而是在于她敢于“破锣”嗓子一吼震动全场，更以敢于向评委要一杯蒙牛酸酸乳喝而风光。这

位选手居然也能进入前20强。为什么呢？万恶之源是收视率！因为这类节目为了吸引观众眼

球，为了锁定观众的遥控器，就必须要有选手丑态百出，观众恰恰正是想看到参赛选手穿着怪

里怪气的服装，说着傻里傻气的话，而这些已经成为电视台节目收视率的保证。正如有研究者

指出的那样：“每一次她的出现都让观众充满着期待。这种‘期待’其实已经变质，观众收视

心理已发生裂变，所有的电视观众坐在电视机前不是为了欣赏一首优美的旋律或是活泼的歌

曲，而是为了看她如何搞笑，如何出丑。”“观众要看她在镜头前的尽情表演，人们心底深处

的嘲讽心态被诱发出来，从而肆无忌惮地讥笑、评价。这档节目一定程度上对人们的审丑心态

给予了支持，并乐于提供资源。”甚至，海选阶段的《超级女声》的电视直播中，短信支持环

节就更是将社会丑恶暴露无遗，并通过电视屏幕完整播出。比如成都赛区的李宇春，因其所谓

“中性化”而倍受关注，每次比赛的电视直播中，都会在屏幕下方不间断地打出手机发送者的

短信内容，其中不乏“公母人下去”这样明显带有人身攻击式的语言。这种大面积的电视的公

开的审丑，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是商业规律支配下的收视率。而让十六、七岁的小超女们公开的

展示自己丑陋的一面，对于媒体而言是极为不负责任和极为不道德的。 

因此，抓住审美，抓住艺术，抓住高雅，是《舞林大会》成功的关键。这里，文化的含量实际

上决定着一档节目的舆论导向。即便是舞蹈，今天电视上更多见的是劲舞、街舞，甚至是群魔

乱舞，这些东西的存在固然有其合理性，但由此就得出经典舞蹈的末日就有点搞笑了。试想，

究竟是让娱乐节目的主持人群魔乱舞一番还是像《舞林大会》那样典雅一番，哪个来得更容

易？当然是前者。但此类等而下之的电视垃圾，实在不足为训。 

说到舆论导向，不能不提到《加油，好男儿》。这档节目的制作之初，就明确了把握舆论导向

的重要性。比如藏族选手蒲巴甲的入选和其后的重点跟进；比如聋哑选手宋晓波身残志坚、自

强不息的精神表现，等等，这些实际上都在纠正着电视选秀节目中低俗乃至恶俗的弊病。从这

个意义上说，海派电视的娱乐节目为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雅俗共赏提供了新鲜经验。 

二、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主持人到底有多少潜能还可挖掘？ 

电视的娱乐节目主持人是经常能搞出点“动静”的一个群体。比如李咏就两次被某机构评为中

国电视最有价值的主持人。我曾专门就此发表过看法，在此不再赘述。就近年来兴起的选秀节

目而言，主持人的地位和作用实际上是在弱化的。以《超级女声》为例，有人指出了这档节目

的所谓“收视铁三角”——不专业但努力的选手，另类的评委，大众欣赏电视节目的心理变

化。从中可以看出，主持人并不构成选秀类节目的核心，也就是说，主持人在选秀类节目中的

地位与当年《快乐大本营》、《欢乐总动员》类的节目不可同日而语。这似乎让娱乐类节目的

主持人有某种失落和郁闷。并且，娱乐类节目是中国电视低俗化的重灾区，几年前，国家广电

总局就专门发出通报，要求制止电视娱乐节目的七种不良倾向。电视娱乐性综艺节目的七种不

良倾向为：  

  一、把当前政治经济大事以及突发性事件串联起来，用极不严肃的态度胡乱调侃，把发展

市场经济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以及出现的“下岗”等热点问题拿来“戏说”，把历史事件生

拉硬套到现实生活中进行“游戏”，胡编乱演，甚至借古讽今，产生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二、语言低俗、表演媚俗、动作无聊、创意荒唐。把污损、丑化人的形象作为取悦观众的笑



料；有的节目在“游戏”中往嘉宾的脸上乱抹颜料，把表演者全部画成大花脸；有的节目的女

主持人跪在软垫上问话，而一些竞猜者在软垫上扑抢争挤，极其不雅。  

三、热衷于谈论女性身体，用菜谱形容女性的容貌，还有主持人将女性的特点作为挖苦的话

题。  

四、拿儿童的纯真开心取乐，用令家长尴尬的问题折腾孩子，儿童的天真可爱成为成年人宣泄

低级趣味的对象。  

五、聚焦“性”话题，以此来取悦观众。一些嘉宾、主持人相互调侃常带上“性”色彩，把一

些日常生活中老百姓都难以启齿的粗俗肉麻的语言堂而皇之地搬上荧屏。  

六、竞相抬高竞猜中奖的奖金额，使竞猜者把中奖、得奖当成追求的目标，演播室变成少数人

“博彩”的场所，助长了一些人不正常的投机心理。  

七、一些主持人不伦不类的“港台腔”。 

从中可以看出，娱乐节目的主持人大有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嫌疑，逃不脱干系。这也难

怪，娱乐节目主持人的不少胆大妄为制造的视觉污染，确实让人感到头疼。因此，《舞林大

会》让人眼前一亮也就顺理成章：原来这个群体也是可以高雅并且能够高雅的，他们审美起

来，那也是相当好的。当一把年纪的袁鸣、曹可凡那样卖力的跳出一招一式时，特别是袁鸣最

后在台上倒地被拖了一段时，我甚至有些感动——“为了母亲的微笑，为了大地的丰收”，他

们不容易呀！ 

于是，一个理性问题便很值得人们思索：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主持人到底有多少潜能还可挖

掘？除了“俗”，他们还能干什么？谁来“主持”主持人？中国电视的关怀在哪里？我认为，

主持人“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不乏理想主义的色彩，而舞台的大小是由电视节目的资源决

定的。主持人背后的操控者们更应该反思：我们为主持人提供了多大和怎样的平台？ 

“不是缺乏美，而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我们之所以评价《舞林大会》为中国电视的娱乐节

目提供了新鲜经验，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这样的节目为主持人的素质提升打造了坚实的平台。 

三、中国电视的体制创新中，资源的整合到底可以产生多少创新的动力？ 

在中国广播电视的战略版图中，海派电视的举动之所以抢眼，文广集团的节目资源整合能力同

样令人刮目。我们特别注意到，上海广电在发展过程中着力于发展内容产业。2002年6月，现

在的文广传媒集团总裁，时任上海文广集团总裁助理的黎瑞刚在谈及广电集团发展思路时提

出，必须牢固树立节目为主、内容为本的思想，努力培育内容产业市场。黎瑞刚提出了发展内

容产业的多点设想，其中包括要切实转变观念，要改变以前那种为播出而制作的思想，树立为

市场而制作的思想；要广泛开展国内国际的合作交流，扩大我国影视产品的影响范围；要正确

处理影视媒体与节目制作公司的关系，实现影视媒体与节目制作公司的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

等。事实上，文广集团近年来发展内容产业上的几个大动作，可以形象地阐释文广集团的这一

发展思路。比如与CNBC亚太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第一财经”正式开播,等等。“要做中

国的布隆伯格和道•琼斯”；“要从为播出而制作节目转向为市场制作节目”；“要从地方电

视台转为面向华语世界的内容提供商、发行商”。黎瑞刚对确立海派电视在中国电视版图中全

新地位的这些构想，同样体现在海派电视的娱乐节目运作中。 

据悉，“整合创造力量”，文广体制创新资源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形成规模效应，大幅度提

升集团的核心竞争力，产生革命性的合力，这是海派电视娱乐节目重新崛起的第一推动力。以

综艺节目为例，原来海派电视的制作力量分散在各个频道而无法形成合力，其结果就是没有在

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大型综艺节目。而且，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条块分割又形成内部壁

 



垒，造成节目的制作成本不断被抬高。 

从去年开始，文广集团将娱乐资源整合为综艺、音乐、大型活动、时尚四大板块。以综艺部为

例，现在已有了280人的节目制作团队，倾巢出动为东方卫视量身打造娱乐节目。在对卫视两

档选秀节目的宣传上，文广集团动用了所有资源进行整合营销，宣传攻势遍及文广的各个地面

频道。《娱乐在线》、《娱乐大搜索》播报最新赛况，《非常娱乐》展示新老选手个人魅力，

《娱乐星天地》邀当红明星与选手PK……所有这些使得海派电视呈现出一种难得的生动：这就

是“同行是仇人”——必置于其死地而后快——的场面，在上海电视的传播版图中却呈现出和

谐的图景。若干品牌娱乐节目的联动出击，反过来对文广的品牌经营开辟了道路。我们同意这

样一种判断：这种集团化的整合营销策略所达到的效果是全国其他地区电视媒体所不能企及

的。 

这里，这样的一个例子甚至让我们有些感动：《加油，好男儿》是综艺部作为制作方第一次与

卫视播出平台的无间合作，在综艺部的支持和联结下，卫视频道与地面频道形成了良好的协同

作战机制，娱乐资源的整合开始发挥实效。卫视作为向全国播出的平台，形成了集团内部的制

播分离机制。地面频道的优秀娱乐节目在本地范围内获得初步成功之后，吸取经验精心完善，

再搬上卫视频道攻打全国市场，如《舞林大会》一季度在地面频道收视大获成功后，二季度便

把主持人舞蹈升级为规格更高的明星舞蹈秀，在东方卫视播出。一档大型综艺节目在投放全国

市场之前，首先在地面频道进行小规模实验，这样就可以规避制作风险，从中吸取经验，使节

目不断得到完善，为在全国娱乐节目竞争中获得优势打好基础。 

海派电视的这种做法，放在中国广电集团化一波三折的背景下启示颇多。广电集团化必须能够

克服长期以来广电系统的重复建设、叠床架屋、资源浪费等弊端，其存在的理由才是令人信服

的。我们的期望是：海派电视也能够在体制创新方面，为中国广播电视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新鲜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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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占娱乐节目制高点 (2006-2-1) 

· 中国电视娱乐节目报告 (2005-8-23) 

· 娱乐节目 整死人不偿命 (2005-8-10) 

· “娱乐节目”何以低俗难耐？ (2005-7-4) 

>>更多 

 
╣ 海派电视娱乐节目的有益启示 会员评论[共 0 篇] ╠

 

╣ 我要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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