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创意和创造力做强广播        

您现在的位置： 中国广播电视协会 >> 理论研究 >> 理论动态 >> 业务研究 >> 文章正文  用户登录  新用户注册  

          ★★★

试析新闻娱乐化、媚俗化对城市电视台的伤害与修正 

【发表评论】【加入收藏】【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试析新闻娱乐化、媚俗化对城市电视台的伤害与修正

作者：王君彦    文章来源：兰州台    点击数：96    更新时间：2009-8-12

  

试析新闻娱乐化、媚俗化对城市电视台的伤害与修正  

兰州台  王君彦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阐述了电视传媒市场化条件下，城市电视台新闻的发展环境，将城市台民

生新闻与传统严肃新闻相比较，分析城市台新闻的特点。进一步分析在发展民生新闻的过程中，出

现新闻娱乐化媚俗化的客观和主观原因及具体表现，最后指出这种现象对新闻传媒的危害性，最后

对城市台发展新闻事业的主流方向提出建议。  

中国人大年三十吃饺子，万人空巷。说得就是曾经最具影响力又深受广大观众喜欢的一档电视

盛宴，一年一届的春节联欢晚会。如今，每到年尾岁末，看春晚就不再是那么吸引人了，这个现象

其实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我国电视行业里20多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各直辖市，省级电视台以

及地方城市电视台的出现，央视难见以往空前的辉煌盛况了。从单一的一个节目品牌来看，是广大

的受众不再对春晚情有独钟，但恰恰也说明了，电视产业在不断发展壮大之中。它给了广大观众一

种全新的，更为广阔的收看自主权，也就是充分的给予了一种自主选择的空间，而不再是过去一贯

的央视“大一统”的狭小空间。当作为客体的受众转变角色开始成为主导电视产业发展趋向的主体

时，如何能够吸引受众的眼球，将他们在遥控器不断跳动的瞬间选择定位在自己的节目时段，就成

了包括我国央视，省级电视台，以及地方城市电视台不遗余力追求的目标。相伴而生的，就是出现

了电视新闻娱乐化媚俗化现象。从电视行业的总体来看，这一现象的存在具有普遍性。在这一场激

烈的角逐中，城市电视台因为整体竞争力的明显劣势，长久以来，一直在寻找和开挖一条适合自身

条件发展的新闻资源领域。 

2002年元旦江苏广电总台城市频道开播《南京零距离》打响了城市电视台开始以老百姓为主要

角色，以老百姓的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平民化新闻节目的第一炮。随后，民生新闻就如雨后春笋般成



为全国各个城市电视台发展的一个特色，事实也证明这条发展道路适合城市电视台的发展。但是，

它的先天条件和生存土壤，让城市电视台在不断探索市场需求的过程中，突现出了新闻娱乐化媚俗

化的趋势。作为城市电视台，发展民生新闻，主要的受众群就是地方群众。民生新闻它与相对传统

的严肃新闻不同的是，它的内涵讲究贴近民生，也有人把它的内涵用八个字就精辟概括了，那就是

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听起来显得凌乱琐碎，但是，它打破了电视传统的仰视角度，采用一种平民

化的角度来关注具体的普通人，尤其是社会的弱势群体，第一次彻底的脱离了精英的社会阶层做新

闻。这样的新闻样式就好像一个没有脱泥的鲜萝卜，对普通受众来说，见过，吃过，知道它的滋

味。受众于是忽略了对新闻一些更高层次的要求，更多了对城市电视台新闻的一些宽容和偏爱。在

一段时间内，就是因为新闻环境本土的地域性，新闻人物的熟悉性，事件和自身的贴近性，这一切

独有的特性让城市电视台办的一档档民生新闻深深的吸引着观众的注意力。在这样的土壤中成长起

来的城市电视台新闻，尝到了一些甜头，时间一长，新闻的传播就滋生出了这样一种盲目迎合受众

的心态。在新闻事件的内容选择上，就更偏向于软新闻或者尽力使硬性新闻软化，即所谓“硬新闻

软着陆”。娱乐性节目比例大量增加，而严肃新闻节目的比例下降，把奇人趣闻、日常事件及带煽

情性、刺激性的犯罪新闻、暴力事件、灾害事件、体育新闻、花边新闻等软性内容作为重点进行新

闻传播。同时，又从严肃的政治、经济变动中深入挖掘它的娱乐价值;同时，在表现形式上，它更强

调故事性、情节性。从最初硬新闻写作中适度加入人情味因素来加强和老百姓生活的贴近性，开始

出现一味片面追求趣味性的吸引力，强化新闻事件的戏剧悬念或煽情、刺激的方面，重点走新闻故

事化的方向。这样从内容的选择到表现形式都将新闻的传播更近一步迎合受众的猎奇心理和媚俗心

理，以此获得节目广泛地覆盖范围。满足市场需要就能提升自身所占的市场收视份额，这样就出现

了城市电视台对于新闻选择的一种判断力失衡。有时候，可以看到传播者忽略了自身代表的是电视

媒介的传播身份，而成了一个乖乖的受众，任凭采访对象滔滔不绝离题万里而不加以阻止或者适当

的引导，致使新闻节目内容杂乱，节奏拖沓，使真正的受众陷入一种混乱，产生一种误导。虽然不

是主动的，但往往却代表了一些对社会现象不满或者心存恶意的人的话语立场，这样存在媚俗化的

新闻本身就有一定的关注群，同时又无形中通过传播手段扩大了它的社会关注群数量。另外，城市

电视台的新闻播报相对严肃新闻，在语言上更追求口语化，通俗化，平民化。一些地方以地方方言

进行说新闻，评论新闻，初衷是让好的方言点评为新闻画龙点睛，但是往往会出现为迎合观众的情

绪，而采用方言点评代表观众评价事件，宣泄不良的情绪，这或者能够让部分受众解一时之快，但

是却让新闻的媚俗化达到了极点。传递信息、沟通社会是电视新闻事业的主要功能。但是这并不排

斥新闻的其他功能，比如教育功能、娱乐功能。因为通过电视传播，广大受众不仅能够足不出户得

到丰富的信息，同时还拥有视听的娱乐享受，但它们毕竟不是主要功能。从传播学角度来看，新闻

娱乐化充分考虑了受众的心理需求，它是受众中心论的产物。但是新闻娱乐化如果过分地强调了新

闻的娱乐功能，那么娱乐功能的过分张显必然会影响到其他功能的发挥，如果地方电视台让新闻仅

仅成为人们娱乐的工具的话，它无疑就走入了歧途。具体来说，娱乐功能在新闻中的集中表现形式

就是一些娱乐新闻，而娱乐新闻自身的确也具有特定的关注群体。但是，在抢先占领电视传媒的市

场收视份额的竞争中，城市电视台要运作自制包装一档内容丰富并且发生在第一时间的娱乐新闻，

无论是在资金还是在人力的投入上，都不具备优势，尤其是在西北相对经济不发达的省份。然而，

现实中，城市台却从另外的渠道开始从新闻事件中寻找娱乐化的因素，并将这些娱乐化因素放大，

让其产生一定的娱乐效果。但事实上，在很大一部分新闻事件中，很多本身就是严肃的，根本不具



有这样娱乐性可以合理放大的因素。为了迎合受众的一种潜在心态，就人为对新闻的特定要素进行

加工放大，制造出娱乐效果，博众一笑。 

城市电视台地区性强，因此，它具有深入开挖平民化新闻的独特潜力。但是我们看到在这种平

民化的新闻节目制作和报道中，出现了这种种娱乐化媚俗化的现象和发展势头，从长远来看，这种

现象发展下去最终就会制约城市电视台新闻事业的长足发展。首先，如果娱乐化媚俗化最终成为城

市电视台新闻的制播所追求的方向，节目的采制就会忽略新闻中真正的内涵，无法实现传播的新闻

对观众来说是否“有益”“有用”“有价”这样更高层次的实际探索，仅仅停留在表面。新闻娱乐

化媚俗化还容易催生出记者急功近利，哗众取宠的浮躁心理。在这样畸形的采编氛围里，记者在采

访中的另一种倾向是“刁”。记者以“设套”和“不怀好意”激怒采访对象，对方越生气，媒体越

开心，花边新闻就越吸引人眼球。同时，记者的采访活动被喜欢过度娱乐化的少数人需求所左右，

这样就是对受众需求全面性的不尊重，过分满足了部分人的信息需求。盲目的迎合部分受众，结果

却让大多数人无法从新闻事件中找到辨别是非对错的标准，就会损害广大受众的利益。一定阶段

后，将会弱化新闻传播引导舆论的权威性。节目的支信度降低，必然造成节目的受众人数减少，关

注度大打折扣，影响节目的市场收视份额，这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城市台将处于一个更不利

的地位。 

因此，不管在任何时候，作为城市电视台，要把握新闻娱乐化只是新闻传播中的一种边缘化现

象，以政治、经济等信息为主的硬新闻才是主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承担起弘扬正气、引导舆

论、传播知识的严肃社会责任。特别是在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中，更多的应该考虑如何增强舆

论引导能力，积极营造顾全大局，珍视团结，维护稳定的和谐舆论氛围，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的共

识，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要把握住一味的无聊猎奇、搞笑并不能满足受众的需求，

受众对反映社会发展的主流问题，反映政治经济文化动向的硬新闻的需求仍然是第一位的，因为这

些信息和受众的现实生活还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城市电视台在优化新闻内容上还可以从这些方面

开拓延伸。作为新闻工作者更要承担起以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引导受众的职责。新闻采编播都不

能脱离报道的客观公正性，要透过新闻事件，尽量还原新闻事件发生的全貌，展示新闻背后的细

节，捕捉新的信息点，赢得观众。这个过程中，要遵循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客观性，远离浮躁和低

级趣味，牢牢把握住新闻的娱乐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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