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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化 本土化——美国新闻传媒的两大潮流 

作者： 李良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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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美国的传媒业在全球是最发达的。90年代以来，随着高新技术的不断装备，传媒业的硬件越来越“硬”。但

与此同时，传媒的内容却越来越“软”。娱乐化、本土化正成为席卷全美传媒的两大潮流。  

传媒的娱乐化，不单单指报纸、电台、电视台娱乐性内容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新闻节目（版面）受到冷漠和挤压，而且

新闻节目本身的娱乐性内容越来越多，严肃新闻也竭力用娱乐性来包装。美国新闻界称之为“娱乐信息”，用来形容传

媒提供没有实质的家长里短的消息。新闻的娱乐化主要指犯罪新闻、名人的风流轶事、两性纠葛。美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在1998年底对美国16家重要媒体进行了1977年与1997年新闻报道对比研究，发现1977年传统的硬新闻与娱乐性新闻比例

为32％比15％，而1997年则颠倒过来，这个比例为25％比40％。90年代中后期，美国传媒狂炒辛普森杀妻审讯案、戴安

娜王妃之死以及克林顿总统的绯闻案，成为传媒娱乐化的三大标志性之作，这些报道人们耳熟能详，不必细述。在平日

的节目里，“官兵捉强盗”（警匪新闻）、两性关系新闻成了每天新闻节目中不可或缺的题材。  

举两个典型的事例。今年7月29日，我刚到美国洛杉矶，一位朋友打电话来让我赶紧打开电视机，说有紧急新闻。我按照

中国的方式来思维，以为美国或中国的政局有什么重要变动。但打开洛杉矶当地四大电视台，发现都在现场直播同一个

“官兵捉强盗”事件：3辆警车一路鸣叫，正追赶前面一辆面包车。据电视台主持人解释，有两名男女劫持了两名小孩出

逃。而空中是电视台的直升机一路追赶3辆警车进行现场报道。在逃的面包车以180公里的时速狂奔，3辆警车红灯闪烁，

紧追不舍，场面确实惊心动魄。但这样的场景，我在电视中已看过不少，这算得上什么紧急新闻？我一脸茫然地打电话

问朋友，那位朋友也一腔茫然地反问我：“那不算紧急新闻，在美国还有什么紧急新闻？”结果我耐心地看下去。最后

警车把那辆面包车逼入一个街心花园，8辆警车把它团团围住，警察持枪喊话，让面包车里的人举手出来。但面包车里的

这对男女不为所动，从电视屏幕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在换衣服、吃东西。警察无可奈何。电视台就一直直播现场的一

举一动，从下午2点到晚上8点才结束，其间只插播了半小时新闻节目。  

另一个典型事例是8月19日，在民主党举行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上，戈尔的妻子发表演讲以后，戈尔走上讲台，长长地和

妻子接吻。结果，第二天全美各大小报纸的头版大幅照片登的就是这么一幅接吻照；大报小报，社评专栏都为此发表评

论；电视台更是大肆炒作，长镜近镜，特写慢镜，反复地播出来。有些报刊还发表文章，说这长长一吻是公关人员特意

为戈尔设计的，以制造花边新闻让媒介来炒，一来可以提高戈尔的知名度，二是表明戈尔家庭和睦，和克林顿划清界

线。这就是严肃新闻软包装。因为没有证据，我不敢肯定这长长的一吻是“公关之作”，但名人请公关公司为其设计花

边新闻在美国已司空见惯。  

这些年来，美国的传媒还盛行“新闻故事”，就是将新闻尽可能故事化。一批“基于事实”加上许多“合理想象”的杂

志性新闻节目纷纷出笼。像CBS的《街头故事》，以犯罪、毒品、卖淫等都市生活的阴暗面为背景，以警察的追踪破案为

主线，每周播出一集，警察都是原型，罪犯有时请演员来演，有时也让原型出现。ABC和NBC则播出《没有公开的故

事》、《没有结果的秘闻》，挖掘联邦调查局二三十年前的内部阴谋、犯罪、伤害事件的秘闻，以一些真实新闻加上道

听途说编成故事来吸引观众。这些新闻节目使得新闻、实录类节目和娱乐性节目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传媒本地化的最突出表现是国际新闻的大幅度减少。尽管美联社每天为全美各报发出约5万字的文字稿，还有许多照片、

图表，但美国州一级报纸每天平均只有6条国际短讯，除非发生涉及美国政府或武装部队直接介入的事件，国际新闻已很

难挤上头版位置。3家著名的新闻周刊报道国际事务的篇幅逐年下降。《新闻周刊》全年报道国际事务的篇幅从1985年的

22％下降到1995年的12％，《时代》周刊同期从24％下降到14％，《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周刊同期从22％下降到

14％。美国三大广播CBS、NBC、ABC则不断削减驻外记者站，例如CBS在80年代有24个国外分部，现在只在4个国家首都设

分部。正如《纽约时报》编辑麦克斯·弗兰克尔所描绘的：“一片阴霾正笼罩在美国人的心中，它使美国人忘记了在美

国疆土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三大电视网全都吃错药般地将镜头对准美国国内的各种传闻和戏剧性事件。”  

美国传媒的娱乐化、本地化最直接的动因是美国公众的兴趣发生变化。从90年代以来，历来的公众调查显示，美国公众

对国际新闻的关注程度不断下降。普氏研究中心1996年对公众调查显示，美国公众最感兴趣的话题依次是犯罪、有关当

地人物、事件、健康、体育、当地政府、科学、宗教、政治新闻、国际新闻，政治新闻和国际新闻分别排在第8、第9

位。而美国的传媒把发行量、收视率视为生命线，它们不得不随美国公众的兴趣而变化。所以，美国的一位学者指出，

美国传媒的娱乐化、本地化，“我们究竟应该怪谁呢？是媒体，还是老百姓？也许两者都有责任。”  

而美国公众的兴趣变化则产生于美国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其中最主要是前苏联解体、世界性冷战结束。正如一位学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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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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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介管理之可持续发展战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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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媒介与管理  媒介管理，顾

名思义即是指存在于媒介领域内的管理

问题。媒介是一种复杂的实体，其性

质、类型及功能的定位都是随着不同的

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与之对应

的一切管理与营运也是应势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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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美国老百姓心态就是，“似乎冷战的结束也就意味着世界其他地方全都无关紧要了。”另一个变化是90年代以后，

美国经济经过结构性调整，连续8年经济增长，经济一片繁荣，前景光明。老百姓已满足于生活水平逐年提高，天下太

平，“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所以对他们利益之外的事务并不关心。  

传媒的娱乐化、本地化潮流不但引发美国传播学家的忧虑，也引起国际问题专家、经济学家的不安。他们担心，美国人

自得其乐的心态，对美国疆土以外的国际事务的无知和冷漠会损害美国的政治、外交和经济影响力。  

（原载《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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