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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济后果对媒体的压力 

如果说前两种压力来自媒体以外的权力部门的话，经济利益对媒体的压力产生于媒体本身，这

种压力表现在一切有广告业务的媒体，有时甚至超过前两种压力。这种压力由于来自其本身，

难以抵抗。经济压力可以使媒体不顾其信念的价值标准，一切向钱看。尽管为经济利益负责的

价值观对于调动工作者的积极性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从信念伦理的范畴来审视，它无道德可

言。就目前大陆的情况来看，经济压力有时必须让位与政治压力，除此之外，其它可以不顾。

换句话说，为了获得收视率或读者(观众、听众)，媒体可以不管社会公共道德的要求，迎合受

众的某种需求，甚至完全迎合广告主的要求，为了钱可以一往无前。在为经济利益负责的压力

下，媒体所作所为造成的后果即使违背公共信念和道德，也因为对这种后果的追究只是受众的

一种权利，受众没有制裁的权力，形不成真正的压力。这种没有制裁权力的压力与经济利益的

压力相比较，只能是一种软压力。 因此，媒体可以不顾及受众的利益，作出有背于公众公德

的行为。 

由于市场经济利益所至，媒体发展呈膨胀之势，竞争无序，直接影响传播内容的品质。信息传

播环境污染的问题，已引起越来越多的明智人士的担忧。媒体的无序发展在大陆就是一个难

题。 以杭州为例，现有电视台(频道)12家 ，不包括落地的卫星节目和区级电视台。一个人每

天看24小时的电视节目，每个台的节目只能看2小时。 

为了争夺受众市场份额(受众作为市场的一种份额已经成为经营者的共识。 )，电视台八仙过

海，各显身手。为了抢时间 ，为了吸引读者(观众、听众)，不仔细核对事实，或没时间核对

(争第一时间的负面效果)，不考虑报道的后果，报了再说。这样的竞争发展到后期，出现消息

匮乏时用没有价值的消息充实播出时段和版面。一条消息被几家媒体使用，或自己重复(已经

播没有记录，以为是新消息)使用的现象时有发生。有一家电视台为了抢占新闻观众的市场份

额，推出一挡早新闻，以报道昨夜今晨的新闻为标志。没料到晚上自采的新闻很少(大陆的媒

体不能随便使用网上的消息和外国的消息)，只好把白天可以采彔的消息放到晚上去拍摄。全

然不顾新闻报道基本规则。广告可以不理会正文(正式节目)的流畅性，也不顾观众的感情，根

据时间而不是播出内容随意切断故事，破坏观众情绪的情形已屡见不鲜。 

4、来自受众的压力 

受众的需求一向被视为影响传播行为的重要指针，受众需求具有旗帜性的力量，所以许多老板

可以理直气壮地认定“只要读者喜欢看(听众观众也如此)，只要销路上升，有什幺不可

以？” 与来自金钱方面的压力不同的是，满足受众的需求这句话不能说成相反的样式。之于

这句话何以有如此的作用，那是社会学、语义学的研究范畴。在此处，本文关注的是传媒在满

足受众需求的说法下受到的压力是什幺？受众现实的情形如何？ 

(1)受众需求之区别 。受众的需求可以分成两种：潜在的___理智的和当下的___感官的 ，潜

在的是指人作为社会一成员，在自己成长过程所需求的知识、经验、思想能力等；当下的指感

官在实时的要求，本能的、非理性的。如对享乐的要求，对虚荣的要求，对性、暴力、虐待刺

激的要求等。满足受众的需求，永远只能是满足受众的某一类需求，或者某一类受众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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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全部的。 

满足受众之需求，就是把评价传媒素质的标准交给受众。从理论上讲受众作为媒体的服务对

象，对媒体有权作出反映，但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受众的意愿作为媒体的意愿，往往是屈服于

受众的当下需求，它的代价是放弃媒体的信仰，取消了媒体的专业性和独立性。  

(2)娱乐泛化，以投其所好。为了满足受众对当下刺激的需求，媒体传播过程中娱乐的泛化是

一个突出的现象。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人们对于物质享乐的欲望被充分地刺激起来，对工作

和工作带来的利益的快节奏的投入使人们怠于思考，感官的娱乐因为其直接、易获得，很容易

被受众接受。所以娱乐性的内容占据媒体越来越多的版面和时段。仅此犹嫌不够，新闻也开始

娱乐化：追求血腥场面、怪异情节的刺激 ，新闻故事化等。 有的电台推出有奖竟猜新闻事件

中的人物或细节的活动来吸引听众，把获知信息的行为也娱乐化。 

新闻娱乐化还为编辑、记者提供了口舌，“实事与虚构的界线越来越模糊，真假难辨，以假乱

真，再添上血腥与色情，构成一个反智天地” 。在这样的一个反智天地中，“愈来愈少新闻

价值，内容日益暴力------日益煽情------日益‘有味’，节奏快，上书快，日益即食------

观众日增，逐渐麻木，注意力渐趋短暂------很快对这种不久前还很着迷的内容感到厌烦。为

了留住受众，--------暴力加码------煽情加码------节奏加码------” 。如果屈服于这样

一种压力，一味满足受众要求，新闻本身品质下降，最终导致判断的无根无据。 

下面以“老窦酒吧”和“锵锵三人行”等栏目为例进行分析。这两个节目都属于谈话类型的，

用北京话来讲是“侃大山”的节目。本人不定时地收看这个节目 ，并作了笔录： 

(1)9月28日《锵锵三人行》：主要讲媒体播出的整人的节目。在座一位嘉宾来自台湾，参加过

台湾一个以整人取乐的节目(此节目已经因为捉弄人而取消)。主持人对这种节目有自己的一番

解释，他认为：接受捉弄是一种涵养，政治领袖、艺人选择了这一行，只好这样。然后话题就

转向对大陆艺人的抨击，说大陆的艺人开不起玩笑。请台湾的嘉宾谈被搞笑的具体情节，让人

们再来欣赏一遍。 

(2)9月29日《锵锵三人行》：谈同性恋的话题。主持人认为同性恋是一个大家都在谈论的问

题。主持人说：在古代，书生赶考，身边带一个书童，赶考三个月，可以泄欲(主持人认为书

生带书童就是同性恋。笔者语。) 

主持人讲：自恋的人容易自杀。请大家看一个片子为证。(片子里的自杀者是因为冤屈，不是

自恋。主持人发现后，一笑了之。没有因错道歉的意思。有一次主持人将印度洋说成是太平

洋，被指正后，却说，我这个人就是地理知识不行。以此为说错之理由。笔者语) 

(3)10月25日《锵锵三人行》：主持人开讲：据美联社消息(未说明几日消息)，马悦然在公布

诺贝尔奖之前就把高行建的书给了一位他认识的出版商朋友------马悦然说，即使他把书给了

出版商也不会告诉他谁将获奖的消息。(后来关于此话题再没有出现) 

(话题一转)主持人：最近有了新的时兴，哈尔滨出现“烧三陪女”(用纸作的配葬物。主持人

当作奇闻逸事加以渲染，津津乐道烧三陪女的意思)------ 

(话题一转)主持人；有报道说，吃西瓜可以代替伟哥。女嘉宾：怪不得我看你经常吃西瓜霜，

是为了------，主持人：是嗓子勃起------(然后三人一笑了之)又提到喝可乐可以避孕，三个

想象喝可乐如何避孕，不时发出暧昧的笑。 

(话题一转)女嘉宾：台湾有一个小K与女友谈恋爱不成，一下子把女友捅了几十刀，捅死了(三

人想象被捅的情境，大笑不止。主持人也觉得不妥，故说出这样的话掩饰他们的失态：有些事

情因为太离奇了，所以让人想笑。笔者语)女嘉宾：台湾有家报纸说，被害人家里在建房子的

时候，有人说建房所选的地方风水不好，她家人不听。报纸的想象力真是丰富(受害人家属听

到这样的话会作何种反应。笔者语)。 

(4)10月份《老窦酒吧》：老窦让在场的观众(夫妻或模仿夫妻)对骂，一再叫他们骂得狠一

些，语言越刺激越好，越恶毒越好。在主持人一再的怂恿下，对骂的双方骂人的话也不断升

级，最终也没有达到主持人的要求；老窦问一位警察(现场的观众之一)你看看现场哪一位象

贼？警察回答：你最象；老窦：这位阿姨谈谈您建国时的感受。阿姨：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呢。

老窦：我看着您挺成熟的。(面向在场的观众)又说：这位阿姨见过毛主席。问：您哪年出生

的？答：53年。老窦：你看上去很年青。 

(5)11月8日《锵锵三人行》主持人：今天我们做一个测试，是男的测试。(屏幕展示两张照

片：英国一位女主持人穿比基尼侧卧的玉照：铁娘子撒切尔的头像。在男嘉宾看照片时摸他的

 



脉搏。笔者注)。主持人：你看看，我们的女主持人什幺时候也能这样穿著。 

女嘉宾；看第一张时有脉搏，第二张没有。 

主持人：那他(男嘉宾)就是普通人。英国XXXX大学(没有记录下来大学的名称。笔者语)学者研

究，英国议员在看第一张照片时没有反应，看第二张时反应强烈，春情荡漾的样子。当然他们

听铁娘子讲话，春情荡漾。我想(因为)这些议员搞腐败，美女见多了，不会对她们有什幺感

觉，对铁娘子就不一样了(让所有的议员接受这样的测试？此话可信吗？笔者语)。 

女嘉宾：用春情荡漾这个词不合适吧。也许是一种恐惧吧。我上学时看到男老师紧张。  

主持人：你说是恐惧，我说是春情荡漾。 

女嘉宾：今天又提到性，没有例外？(这位女嘉宾大概觉得性不离口有些不妥。笔者语) 

(接下来谈到女生对男士的注意问题) 

主持人：女人就像是母性求偶的动物一样，一个女孩子走到一群男士前面，眼睛迅速把所有的

人扫一遍------ 

另例，台湾有一个名为《幼稚院的小帅哥》的节目(凤凰卫视11月11日播出)，内容是让青年男

女嘉宾和幼稚院的女生评选帅哥。参加评选的共五位男性儿童(6岁左右)。主持人要嘉宾讲出

评选的理由。一位女嘉宾这样评价她所选的帅哥：他的眼睛勾引女孩，他眼睛是闪骚型的。当

这位男童入选后，女主持人和男持人左右夹击，用手推搡这位男童的肩膀，用轻薄的语调和词

引逗他的笑。然后让献花的女童亲吻男桶(语调轻薄)，被女童拒绝(完全使用成年男女打情骂

俏的方式，评价儿童)。 

谈论性的问题、男女主持人或者嘉宾之间打情骂俏，作一些轻薄动作是许多媒体用来招揽受众

的常用手法。“性”与色情的区分有一定的难度。况且谈论性的问题也不会导致“明确、即刻

的危险” ，从商业的角度还会带来一定的收视率。 

从记录中我们看到，节目不管涉及到什幺问题，主持人都能够把它与“性”联系起来，这种泛

性的表现，实际上是把过去被公众认为属于“荤” 玩笑(民间的酸曲、下流小调)，堂而皇之

地搬上了公众论坛，以公众都在关心此方面话题的名义出现，培养低级趣味的性消费品质。尤

其是把儿童置于男女青年互相逗趣、调情的语境中，不仅仅会给儿童的成长造成恶劣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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