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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论题我想有相当多的人会有程度不同的切身感受，在现在这样一个物质和精神生活相

当丰富的时代，无论是亲历大赛现场还是通过电视转播观看，机会都是很多的（大大超过以往

任何时代）。只不过由于电视这一强盛媒体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其媒体特征和优势更是突显和

介入到社会生活的各领域中，并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既此可以说媒介即人的延伸在电视媒体

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也因此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现场直播印证了美国传播学者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概念，让人们可以足不出户，秀才不出门，便

知天下事。随着电视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和飞速发展，电视现场直播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电

视在发展初期主体节目都是采取直播的形式，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磁带发明以后，录相技术逐

渐成熟成了电视行业当中一种挡不住的诱惑，录播曾一度盛行），由于电视直播最直接地将生

动形象的现场展现在观众面前，真正使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在这种时候，文字和声音似乎

都不满足人们对新闻现场的好奇心，百闻不如一见，这句中国老话反映了人们对自己视觉的信

任程度。在这种意义上，文字好像更富于想像力，广播则具有对真实的分割色彩，电视变成了

最真实的，可以说真实消灭想像力。电视的现场直播让我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场的效应。从

而到今天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电视人，他们常常会以拷贝世界代替真正的现实世界。如是，就拿

体育比赛来看，在家里看足球赛比在现场看得还清楚，因为有特写，由此我们产生了一种错

觉，好像真的在现场，从某种意义上说，电视给我们制造了一个新的现场，事实上，在电视现

场直播中，我们并没有去现场，而我们比现场观众还看得清楚的感觉，因为有电视摄像机镜头

在替我们观看比赛，我们宁可相信摄像师可以为我们捕捉到所有最精彩的镜头，由此我们中间

的许多人狂热地喜爱看现场直播。尤其在体育比赛转播时，如果你告诉他是录播他就不要看

了，在这里现场直播成了第一时间的同一语。这是一种肤浅的工具理性，我们以为自己离现场

更近了，而实际上我们更远了，它颠覆了我们原有时空观念。从而他们对于现场与转播二者之

间的差别几乎给抹掉不计了，并且越来越多的人将电视转播效果等同于现场观看效果，甚至有

很多观众在看完一场比赛实况转播后所获得的满足还超过了在现场观看的效果。但在笔者看

来，主要是从严格意义上的视觉传播学的角度来说，这二者之间还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区分。因

为从整个人类传播发展史来考察，人类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及感知系统的发展与变化大体上经历

了一个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过程，也就是说人类在这些大众媒介没有出现以

前，他们是作为一个个整体的人即部落人都是靠着整体思维而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而在这

些大众媒介产生后，人类的感知系统不再是以整体形式出现，而是被分裂肢解、残缺不齐的偏

重人体某一个别器官的延伸。虽然到了电子时代，又重回到新的部落人即把人重新整合成一个

统一的有机体，但由于这些先进的延伸手段、工具毕竟不能等同于人类感知自身。那么就体育

比赛的现场效果与转播效果到底有哪些不同呢？下面本文笔者主要根据自身的经验和感受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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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题做出一定的比较分析。  

首先，对现场气氛的感受力这一点上，现场观摩常会给观众一种强烈的、清晰的、高质量的感

染力。这是电视转播效果所无法企及的。之所以这样是因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使然。从观看

的环境来看，现场观摩是处于一个相对大得多且结构较复杂的社会环境，它们一般是有着一定

特殊意义的，如某体育馆或别的大型公众场所，这完全不同于在某单纯的相对较小又封闭的电

视观看场所。我们知道往往人所处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于一个人心理影响是

有很大作用力的。再说，气氛一词讲究个“势”，在现场光从观众数量上就已构成势的力量，

而且来到现场观摩的人在所谓的“质”上要远远超过电视观众，他们总体上来说都是志趣相同

者即体育迷类，在这种群体感染和暗示的影响下，无疑会产生非同寻常的感受力。相应的电视

转播所面对的受众无论从构成数量还是构成“质量”以及所处环境都是不利于“势”的形成，

而且由于电视先天的小屏转播，更是使整个现场气势大打折扣，因此这种对体育大赛火热现场

气氛的感受力就自然跟不上。像这样一种经验在很多人身上不曾少见。如有时看到电视里的现

场观众正热情澎湃，群情激昂的神情，电视机前的观众却显得安静得多，这当然有主客观多方

的因素。还有，每当笔者在现场看比赛时，几乎我的整个机体都处于高度亢奋状态，特别在

“自己人”目标锁定后，整个状态在比赛过程中都围绕“自己人”运转，也就是把自我观看者

身份融入到参赛成员当中去了，这样一直到比赛结束整个身心才得以松懈下来。此外，这种感

受力不仅有强度的不同，而且在感受时间的长度上也是不相同的，现场观众由于前文所提到的

几个相关方面的影响，相对要长得多，他们从离开赛场到返转回家的行程中，都还存有先前感

受力的余韵。而对于电视观众，他们一般情况上是随着大赛转播画面的屏蔽，其感受力也就相

应逝去并立马转移到其日常的事情中去了（当然也不是绝对这样，有极个别的观众因具体情形

的不同可能也会相对持续得长一些的）。  

其次，在信息的清晰度、质量高低的获取方面，很明显电视转播效果强于现场观看。在现场看

过比赛的人对此都有一个很强很深的印象，在现场限于固定的观看点存有两方面的先天不足，

一是不可自由调换视点，二是会受到现场观众及其他人员的视线干扰，这些都会损害对比赛主

体信息的提取。而电视转播的情况则不是这样，它通过先进电视技术手段的运用，极为方便地

为观众提供清晰高质量的信息。它通过多台摄像机协调处理，可让观众满足多视角地观看的需

要；通过其特写镜头的大量运用，可为观众提供许多人性化、情趣性的精彩细节，如在这次乒

乓球世锦赛上，正是电视特写镜头的运用，让观众看到混双比赛中我方队员在胜负关键时候的

手语暗示（位于球台下方，在现场哪怕借助先进的观看工具也是看不到这一幕的），这是人眼

直接观察所无法达到的；再者，由于比赛进程是线性的，每一个项目当中的关键环节又是以瞬

间动作完成的，这样在现场观看因各方面的影响难免不留下遗憾，即使没有也不能好好回味。

对于这一点，通过电视特技的使用，一切都不成问题，如在体育比赛中较多地运用慢镜头，可

为观众一方面仔细看清那最激动人心的瞬间；另一方面满足观众的审美情感。除此外，一定的

字幕对获取信息也是有辅助作用的，电视转播中也是常用到这一点，如对参赛队员的相关资料

以及赛程的具体情况等通过字幕，呈现给观众清晰准确的信度。  

再次，从信息的内在涵量来看，现场观看要优于转播效果。从其丰富性看，我们知道在事物面

前观看，人们的视点是随着自己的需要而进行自由选择的，（虽然就观看比赛项目本身他们的

视角相对固定），来到比赛现场，他们除了认真观看比赛外，同时会兼顾到赛场周围的环境―

―人、物、机器设备以及比赛场馆的建筑风格等一切都会纳到人眼中。而且在现场，人的全身

感官如嗅觉、触觉等也都会参与到信息的捕捉中来，既此其所获信息的丰富性也就不言而喻

了。另外，从信息的真实性来看，尽管是实况同步传送，但它仍然属于精神文化产品，也就是

经过一定的头脑风暴以后所得的结果，那么这种形式上看似等同于现场真实的效果本质上仍是

拟态真实，它不同于原汁原味的现实生活真实。因此在观看电视转播时，人的视线主要是在编

导和摄影师的带领下进行观看的，也即是一种被动观看。并且他们利用机器镜头的技术，限制

和引导着观众的视线，强制着观众的注意力，这样机器想给你什么内容，你就只能获得什么

（主要是以屏幕主体的推出来实现注意力的引导与强制）。尤其在有我方队员参战的情况时，

这种“不真实”更是突显出来，如通过电视技术手段，一味展现我方队员的形象及精神面貌而



看不到对方的情况（在现场则是一同可以观看到，有时对方的拼搏精神并不亚于我方，甚至还

超过我方）。  

此外，在视点的变数上，相对而言电视转播的灵活度要大一些。人在现场，基本上位置是固定

不动的，而人们的视点又是与自身空间所处的位置相统一的，也就是人的眼睛不能离开自己的

身体到别处去观看这样在针对主体事件的观察上，视角相对较单一、呆滞。而电视则充分调运

多机位的架设、多种镜头技术的运用，从而带给观众丰富的视图，去除了呆板。不仅角度上有

多样的变化，而且整个电视画面的大小也处于变化之中（推拉镜头之使用），而这一点就人眼

来说是不同的，通过人眼直接观看到的画面是没有大小变化的。  

还有从这二者之作用于观众的专注度方面来看，有点旗鼓相当，只是在现场稍胜一筹。因为从

外围客观环境的影响看，一个是气氛紧张、浓烈的角逐现场；一个是相对舒适休闲的居室，这

自然对专注度有一定的影响。如有时在家看比赛可以间歇，只要询问家人比赛结果则可。类似

的比方在现场听讲座的专注度明显要高于听电视讲座。  

说到效果的比较不仅仅在于即时的，对于这两种观看方式所留存下来的记忆深浅程度的比较也

是很有意义的。根据常识判别，现场观看后留下的印象比看电视所留下的印象要深刻得多，常

言说人生经历乃一笔可贵财富，因此它更让人懂得珍视。如对于国际级的大赛也许这一辈子也

忘记不了，而且会伴随着彼时彼刻的各种情感一同保存在人的记忆深处，每当回想起，其态势

不减当年。这有主客观多方面的因素，如赛事本身的重大意义、主办场所的特殊意义（2008年

的奥运会在我北京举行，这个意义甚至还超过赛事本身，这更象征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力量），

以及观看者本人的心理情感方面等。对于电视由于它线性传播的固然特性，随着时间的流逝，

它给人们留下的痕迹会逐渐淡化，以致于有很多场比赛看后没有什么印象，有些仅只记得某明

星，其它的情况几乎荡然无存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众媒介产业发展的日益成熟，所谓的直播并不是早期纯粹的那种方式，至

今在直播过程中，有广告的插播，还有各种宣传片和纪录片的回放等，所有这些既有利又有

弊。我们知道比赛是个完整的过程，以上这些再加上解说员和评论员的饶舌和画蛇添足常会引

发观众的不满，尤其是有一些评说极为肤浅和乏味。在直播中，插播广告会被认为不妥，相应

的，在比赛间歇中插播一些正当的宣传片和纪录片，以及一些主持人和专家到位的评点却又是

大大有利于观众对信息的获取。  

以上主要分析了现场效果与电视转播效果二者之间的区别。随着我国电视行业的不断发展和进

步，我们电视直播技术运用得日益娴熟，从而使它这一最能代表电视媒介的特性――现场即时

传播发挥得更是如鱼得水。在直播中它是利用电子设备在现场制作同步公开向观众传播信息的

一种传送方式。它具有如下两方面的优势：一是同步传播迅速、及时，技术的发展，电视能把

现场的实况同步传送到相隔遥远的不同角落，现场发出的作为声音和图像的电视信息符号，转

换成电信号通过导线或附于电波以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相当于每秒绕地球七圈半）。到接收

者，时空距离已接近于零。二是声画兼备现场感强，能同步传递真切的声音和图像，把现场发

生的一切和动地作用于人的视觉和听觉器官，有些很难用语言来概括描述的画面和声音，观众

能从声图并的视听结合获得不可替代的感性认识，电视直播最直接地将生动形象的现场展现在

观众面前，真正使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电视直播使得神话中的顺风耳和千里眼变成了现

实。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直播效果更好地接近现场效果，二者有着某些共通的地方，如它未经

剪辑的时间流程让观众产生了对节目真实性的认同，而现场走向的不可预知性又让观众产生悬

念与期待，从而最佳地满足大众的视听需求。  

诚然直播与现场是天然的不可划等号，但直播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可谓举足轻重。正是直播这一

最能体现电视媒介特点的方式――冲破空间的阻隔，把影像和声音即时地传到遥远的地方，这

也是当初发明电视的初衷。它发挥了其他媒介难以企及的效应，对当代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

至今它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可以肯定，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电视直播在时间播

 



出量上不断增加，而且电视实现直播的领域也越来越广（观众开始接收的电视直播大量是文化

体育类内容），它发展到现在已全面介入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成为时代最迅速直接的记

录者。在电视现场直播中看到了一个时 代的变化，这便是它的威力所在。电视是人类二十世

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而电视实现同步实况直播则不仅仅是技术传输进步和物质文明建设成就

的标志，而且它全面介入生活，真实记录时代的发展，并影响着人类的思想价值观念，改变了

人类的生活方式。电视实直播与时代同步，不仅记录着今天的现实，为历史留下最直观的真

实，而且电视实直全面介入社会生活，推动社会历史从今天走向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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