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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理性和意志锻造品牌            

                   ――湖北电视台《往事》的品牌打造之路 

    打造一个电视品牌离不开两个基本要素：理性和意志。创建一个品牌首先需要根据电视环

境的变化，准确把握市场规律，别出心裁，独辟蹊径。这需要一种建立在广阔的专业视野、足够的

知识储备上的理性思维。其次，有了理性的策划，更要有把策划不走形地变成现实的执行力，需要

一种在执行过程中勇于克服一切障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意志。这种攻无不克的意志，是体现执

行力的核心。  

   开播于２０００年１２月的湖北卫视品牌栏目《往事》，正是沿着理性和意志的双轨不断

推进而创下骄人成绩：开播第二年就与中央电视台名牌栏目《实话实说》并肩荣获２００１年度

“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社教栏目一等奖；此后连续获２００２年度“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社教

栏目一等奖、２００３年度首届中国广播电视“十佳公共栏目奖”、２００４年度中国广播影视

“十佳新闻栏目”。被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特别授予“全国荣誉新闻栏目”称号（获此殊荣的全国仅

３个栏目，另外两个是河北电视台的《真情旋律》、黑龙江电视台的《新闻夜航》）。《往事》也

由此成为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品牌栏目。  

   人无我有  立足原创  

   国内在策划新的电视节目时，往往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直接克隆欧美、日本及台湾地

区的电视板式；一是立足原创，根据国情民意创造出新的节目形态。《往事》走的是后一条路，栏

目组突破了模仿西方的惯常思维，通过深入的分析与艰辛的探索，创造出了一个植根于东方文化的

新的电视节目形态，闯出了属于自己的品牌之路。  

   策划《往事》的源意识来自于中国人习惯听故事的传统和人们忆旧情怀的心理定势。  



   在当时的电视生态环境中，谈话节目基本以议论型为主，还少有叙事型谈话节目。《往

事》立足于以讲述能引起人们兴趣的“往事”为主，边议边叙，在娓娓道来中，突显出节目的故事

性。《往事》对节目的故事性有特殊要求，一方面需要讲述曲折跌宕、扣人心弦的命运故事，同时

还看重人物命运背后的历史大背景及历史背景与人物命运的勾连，这样被讲述者就不只是表面层次

上的“这一个”，而具有了“典型”意义。由此，《往事》就确立了自己的独特定位：小人物，大

命运；人生况味，往事情怀。  

   ２０００年，这种定位于讲述历史故事的栏目，在国内堪称首创。凤凰卫视的陈鲁豫在

《往事》周年庆典作了嘉宾主持之后３个月，创办了与《往事》有着同样定位的《鲁豫有约》。北

京电视台在购买《往事》播映权一年之后，推出了《往事在说》。之后上至中央电视台，下至省、

市地方台，讲述历史故事的栏目风起云涌，足有几十个之多。  

   在形式上，《往事》当年也具有原创性。它改变了当时纯演播厅谈话的形式，把“点”的

叙述放到演播厅，把“线”的交代和生动的记录用外景片表达，从而创造了演播厅与外景专题片相

嫁接的独特叙述形式，用纪录与谈话“两条腿”走路。在论证栏目的策划方案时，部分专家担心这

种外景接入方式会破坏谈话场，经过深思熟虑，我们坚持了原策划方案。《往事》的首期节目《故

事，铭刻在雪山》在２００１年摘下“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社教栏目一等奖的桂冠，在该次全国

数十个名牌栏目的竞争中，与央视《实话实说》同时被１２位评委全票通过，被评委称为冲进电视

圈的一匹黑马。说明这种新的创意获得了评委们的高度认可。  

   功能明确  重在精神  

   今天的电视在矫正过去的“宣教中心论”时，又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娱乐至死”，不

仅是美国传播学者对美国电视文化的担心，也应该是今天的电视人和知识分子对中国电视娱乐泛滥

的担心。在今天竞争激烈、压力空前的社会，电视承担放松人们心理的功能，是无可厚非的。但

是，今天的电视不只是为博得人们的轻松一笑。社会的主流意识仍然要求我们创作的节目，在休闲

之余给人启迪，用电视艺术去唤起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励志精神的追求。《往事》创始的最主要

的诉求就是为了承担起这种精神塑造的功能。  

   《往事》通过历史和现实的连结唤醒人与人之间可能迷失了的伦理情感，例如民族情感、

奋斗意志与人间真情。在消费文化充斥的时代，人们会逐渐将它们淡忘，只有怀旧的力量，才容易

勾起人们曾经拥有的温馨情感和美好精神。  

   《往事》第一期节目的主人公是当年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人梯英雄”。随着时间的

流逝，主人公最终的命运从“山顶”跌入人生“低谷”，从当年被宣传得轰轰烈烈的“大英雄”成

为一名在工厂守门的普通老头。在处理这段往事时，编导融入了文化的思考，并不传达给受众过多

的命运哀叹，而是着重展现那个特殊时代人与人之间纯美的情感，弘扬一种亘古不变的集体主义精

神和面对人生困境的豁达态度。这是一种文化的提炼。《往事》需要好的题材，但更需要对于题材

的文化意义上的把握，正因为这样用心地把握，才赢得了观众的认可。有观众看了以后感慨地说，

“真是想不到，在那段难忘的岁月，年青人火热的情怀是那么健康，阶级友情是那么清纯！我由衷



地敬佩了。”  

   代表《往事》栏目获得２００３年度中国广播影视“十佳新闻栏目”奖的节目《忠诚》，

一方面是揭秘当年美军虐待我志愿军战俘的历史，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表现战俘中一群优秀志愿军如

何在美军的残酷虐待下，在叛徒的刀尖上用鲜血和生命捍卫自己坚定的政治信仰。选择这样一个题

材，和确立“忠诚”的主题是站在今天现实的土地上作了一番文化的思考。在今天这个信仰缺失的

物质主义时代，缺失的精神刚好在尘封的历史中找到了。  

   《当英雄已成往事》采访了６０年代的小英雄戴碧蓉。片中不仅追忆了她当年在铁路上为

救小孩而一只手、一条腿被轧断的英雄行为，还用更大篇幅叙述了英雄在做出壮举之后，几十年痛

苦的残疾人生，表现了戴碧蓉坚强的生命意志和永不后悔的英雄主义情结。该片播出后，观众都被

深深感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打来电话，要求将该节目作为教育广大官兵的活教材。  

   很多专家和观众认为，《往事》以生动、质朴的内容，感人肺腑的情感，传达出了一种主

旋律，实现了“以德治国”精神的有效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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