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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以浙江电视业为研究个案，以定量分析的方法，通过对90年代以来其电视节目内容变化的分析，论证了中国的电视

文化生态格局发生转型，大众文化话语逐渐占据电视文化生态结构中主导地位的趋势。 

               一、研究假说 

  本文认为，相比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电视文化生态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型。简而言之，即在整个电视文化生

态格局中，主导性的文化话语由80年代的严肃文化话语转型为了90年代的大众文化话语。 

  这一假说的前提是现在学界公认的一个结论：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电视文化生态主要是一种严肃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的电视

节目中，“有确定的主题、完整的构思和针对性导向的专题片可以说是电视屏幕上的主体部分” ，引发巨大社会影响的是《河

殇》、《话说运河》、《话说长江》、《黄河》等有着强烈政治文化精英主义色彩的政论片、纪录片、专题片。那个时候，“电视

文化同整个中国文化一样，坚持思想上的启蒙主义、美学上的现实主义，对现实和历史的批判、对人文理想的追求一直是当时荧屏

上的基本主题” 。尽管当时如《加里森敢死队》、《霍元甲》、《上海滩》、港台流行歌曲MTV等电视节目也风靡全国，但在当时

严肃的文化氛围中，文化界对这样的具有纯粹消遣娱乐功能的电视节目类型是抱着强烈的怀疑态度和观望立场的，且始终未给予积

极的评价和大力支持。 大众文化话语在整个电视文化生态结构中的地位无疑是从属的、非主导的。 

  而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来，我们认为，随着整个社会的市场化转型，大众文化话语开始逐步在中国电

视文化的内在格局中确立了自己的主导位置，严肃文化中的主流文化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相应地走向了式微。 

               二、样本的选择 

  本文以浙江电视业作为分析的个案，随机选择了浙江卫视、钱江电视台两个省级电视台和杭州电视台、西湖明珠电视台两个市

级电视台在90年代所开设的全部电视栏目作为分析样本。样本的时间范围，省级电视台为1993年至1999年；市级电视台为1994年至

1999年。 

  之所以在时间段上选择以1993年和1994年为开端，一方面是便于资料上的整合和对比，因为钱江电视台于1993年、西湖明珠电

视台于1994年开播，同时电视的栏目化也是在1993年之后；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如同1992年由于邓小平南巡讲话而成为中国当

代思想解放的里程碑一样，1993年、1994年在中国当代电视史上也是两个具有里程碑式的年份，在这两年里中央电视台开办了《东

方时空》和《焦点访谈》这两个栏目，而“电视在诞生了《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这两个‘龙种’之后，终于信心百倍地坐上

了传媒的头把交椅，并在社会上迅速造成了一种声势喧天的电视效应，电视台一时显赫无比，财源广进” 。因此，20世纪90年代

中国的电视史应该从1993年算起。事实上，1993年基本上就是中国电视文化生态转型的一个时代分水岭。从全国范围看，文艺、休

闲、娱乐定位的经济电视台纷纷开播——也就是大众文化话语类型的节目开始风靡，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到1993年前后。据

当时的广电部地方司1993年初的统计，全国共有10个经济电视台，包括湖北江汉经济电视台、上海东方电视台、浙江钱江电视台、

新疆天山电视台、河南经济电视台、四川经济电视台、吉林经济电视台、山东经济电视台、成都经济电视台、杭州西湖明珠台。除

湖北江汉电视台是1989年12月开播的，其余都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新办的，其中吉林、山东、四川和西湖明珠这几个台当时还没

开播。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选取的浙江四个电视台的栏目数据统计结果，可以作为中国90年代电视文化转型的缩影。 

  由于电视台白天的节目一般是晚间节目的重播，其影响力也主要体现在晚间节目上，因此我们统计的对象是四个电视台的晚间

栏目——这些栏目是电视台在一年里安排在固定时间播出的，时间上从17：00开始一直到电视台当天节目播出时间结束。其中，各

台历年播出的电视剧、各类专题片、晚会等没有统计进去，浙江卫视1995年“五一”后开办的“浙江卫视周末版”因为其时间上和

内容上的特殊性，也没有统计进去。 

  本文对浙江卫视、钱江电视台、杭州电视台和西湖明珠台的统计数据，根据1993年到1999年历年的《浙江广播电视周报》、杭

州广播电视年鉴、各台每年印制的节目宣传表和各台内部的节目播放签发清单综合整理得出。其中涉及浙江卫视的数据还参考了

《浙江电视台简史（1960-2000）》（钟桂松主编，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 

各电视台具体的栏目名称、开办的年份等见附表。 

              三、样本的分类标准 

  对于浙江省这四个电视台在90年代所开设的电视栏目，我们按照当前人文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把它们划分为主流文化话语

的、知识分子话语的和大众文化话语的等三种类型。 

  我们所谓的主流文化话语指的是“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文化”话语。 它着力于 “主旋律”的弘扬、政治意识形态的



宣传、体制所提倡的传统伦理道德秩序的维护和正确舆论导向作用的发挥。简单地说，就是能充分体现电视作为“党、政府和人民

的喉舌”的根本性质的电视节目文化话语。具体到电视节目类型，首先，电视新闻类节目——包括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节目是这一

话语的典型载体。（这里的新闻基本上不包括娱乐新闻与体育新闻节目，但包括像北京申奥这一类体育新闻）。历史地来看，中国

的电视新闻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宣传性的节目样式而面世的。至今为止，新闻节目仍然是官方意识形态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宣传

手段，它们“以强有力的舆论导向传播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与主流价值观” 。可以说，真正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反的新闻在中国

是不存在的，即便是越来越多的社会新闻，它也是符合政府所倡扬的伦理道德规范的。其次，各类“主旋律”电视剧、纪录片也是

体现主流文化话语的电视节目。最后，有一部分宣传党和政府的理论、方针政策、展示国家发展成就的社教类节目其话语在文化归

属上自然也是主流性质的。 

  电视节目中的知识分子话语，指的是具有高度科学性、艺术审美性的文化话语。我们知道，从广义上知识分子包括科技知识分

子和人文知识分子。就前者而言，电视文化的知识分子话语主要体现在一些传授科技知识的科技类节目当中；就后者而言，知识分

子话语是一种高雅的严肃的文化话语，它“将至真、至善、至美作为最高追求，包含人类基本价值和终极关怀” ，更多地诉诸于

人的精神层面，具有审美上的高雅趣味；它也往往以理想比照现实，在剖析“现实是什么”的基础上思考“现实应当是什么”，具

有一种对世俗的距离感、批判性和超越性。电视诗歌、电视散文等艺术性电视节目样式，如《读书时间》、《美术星空》等探究文

学艺术问题的节目以及以高雅音乐、经典影片欣赏为对象的电视节目都应该属于人文知识分子话语的载体。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戏

曲类节目作为民间艺术的代表，在和大众文化话语节目的对比中显示了它真正的素朴的艺术性，因此我们也将它划入知识分子话语

的载体阵营。 

  至于电视文化中大众文化话语，很显然，是和主流文化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对立的一种文化话语，其内涵我们可以从“大众文

化”这一概念中理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洛文塔尔认为：“在现代文明的机械化生产过程中，个体的衰微导致了大众文

化的出现，这种文化取代了民间艺术和雅艺术。通俗文化的产品全无任何真正的艺术特征，不过，在其诸种媒介方式中，这种文化

已被证明有其自身的真正特征：标准化、俗套、保守、虚伪，是一种媚悦消费者的商品。” 国内有学者把大众文化定义为“是在

工业社会中产生，以都市大众为其消费对象，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无深度、模式化的、易复制的、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文

化产品。” 用约翰·弥尔顿的话概括，大众文化是“通俗的、一次性的、消费的、廉价的、大批生产的、年轻的、诙谐的、色情

的、机智而有魅力的”。 简单而言，大众文化就是一种具有浓厚商业性质的世俗消费文化。这种话语类型的电视节目有很强的商

业化操作痕迹，不追求深度的意义、价值，只是供受众消费、消遣、娱乐，从中获取轻松感、游戏感。因此，“在大众传媒的这个

层次上，大众文化这个领域，不是一个审美的领域。而是一个满足欲望的领域。” 在这个领域当中，《快乐大本营》、《玫瑰之

约》、《欢乐总动员》之类的娱乐节目是当然的话语寄生场所，而有着很强博彩色彩的《幸运52》等所谓的知识益智节目、以老百

姓的衣食住行为内容的《生活》之类的服务性节目、各种变相的广告节目如《XX经济信息》等，它们背后同样也是一种世俗性的大

众文化话语。 

              四、样本统计结果 

  下面所示图表中，“A”代表主流文化话语类型的栏目，“B”代表知识分子话语类型的栏目，“C”代表大众文化话于类型的

栏目。 

第一，我们从四个电视台各自历年来三种文化话语类型的栏目数值分布情况来看。 

  1、浙江卫视 

  （1）从历年来三种类型的栏目各自的绝对数量看，从1993年到1999年，浙江卫视主流文化话语类型的栏目数分别为5个、4

个、8个、7个、7个、9个和10个，知识分子话语类型的栏目数分别为2个、2个、3个、4个、3个、4个和4个，而大众文化话语类型

的栏目数则分别为11个、12个、10个、12个、11个、11个和10个。从图一可以看出，在这三种类型的栏目当中，大众文化话语栏目

一支独秀，在绝对数量上遥遥多于其他两种栏目；而主流文化话语栏目的数量又多于知识分子话语栏目，甚至在有些年份还和大众

文化话语栏目缩小了差距。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年） 

图一：浙江卫视三种文化话语类型的栏目数量对比 单位：（个） 

  （2）从历年来三种类型的栏目数各自占当年电视台总栏目数的百分比看，大众文化话语栏目同样显示出了巨大的优势，在7年

中有四个年份其比例在50%以上，三个年份比例在40%以上，最高时比例达67%；而主流文化话语栏目除1999年其比例高达41%，和大

众文化话语栏目的比例相等外，其余几年都在30%上下浮动；知识分子话语栏目的比例则一直停留在百分之十几。 

表一：浙江卫视三种文化话语类型的栏目各自占当年总栏目数的百分比 

年份节目类型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A 28% 22% 38% 30% 33% 38% 41%

B 11% 11% 14% 17% 14% 17% 17%

C 61% 67% 48% 53% 53% 45% 42%



  （3）我们剔除历年重复设立的栏目，统计得出浙江卫视在1993年到1999年的7年时间里共有栏目数61个，其中主流文化话语栏

目有《浙江新闻联播》、《黄金时间》、《让历史告诉未来》、《时代热线》等19个，占总栏目数的31%；知识分子话语栏目有

《科技潮》、《科技之光》、《荧屏舞台》、《文化时空》、《百花戏苑》和《文学工作室》等6个，占10%；大众文化话语栏目则

多达36个，包括生活服务类栏目、游戏娱乐类栏目、经济信息类栏目、体育文艺栏目等等，其比例为59%，占一半还多。 

表二：浙江卫视在90年代开设的三种文化话语类型栏目的数量及其百分比 

    数值、百分比节目类型 各自的数量 各自占总数的百分比 

A 19 31%

B 6 10%

C 36 59%

合计 61 100% 

图二：浙江卫视在90年代开设的三种文化话语类型栏目的比例 

  2、钱江电视台 

  （1）从历年来三种类型的栏目各自的绝对数量看，钱江电视台从1993年开播到1999年，主流文化话语栏目没超过5个，一般在3

个左右；知识分子话语栏目在1993年开播时数量为0，其后几年一直只有2个；而大众文化话语栏目最少时也有8个，最多时则达到

了17个。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年） 

      图三：钱江电视台三种文化话语类型的栏目数量对比 单位：（个） 

  （2）从历年来三种类型的栏目数各自占当年电视台总栏目数的百分比看，钱江电视台在主流文化话语栏目上的比例比同期的浙

江卫视要低，知识分子话语栏目的比例则和浙江卫视差不多，而大众文化话语栏目的比例却比同期的浙江卫视要高出10几个百分

点。也就是说，在钱江电视台中，大众文化话语栏目的优势比在浙江卫视的还要明显。 

表三：钱江电视台三种文化话语类型的栏目各自占当年总栏目数的百分比 

  年份节目类型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A 27% 21% 14% 14% 20% 28% 25%

B 0% 14% 9% 14% 7% 11% 13%

C 73% 65% 77% 72% 73% 61% 62%

  （3）钱江电视台在从1993年到1999年的时间里，共开设各类栏目53个，主流文化话语栏目、知识分子话语栏目和大众文化话

语栏目的数量分别为9个、4个和40个，各自占总栏目数的比例分别为17%、8%和75%。 

表四：钱江电视台在90年代开设的三种文化话语类型栏目的数量及其百分比 

    数值、百分比节目类型 各自的数量 各自占总数的百分比 

A 9 17%

B 4 8%

C 40 75%

合计 53 100% 

图四：钱江电视台在90年代开设的三种文化话语类型栏目的比例 

  3、杭州电视台 

  （1）从历年来三种类型的栏目各自的绝对数量看，杭州电视台和钱江电视台相似，主流文化话语栏目的数量与钱江电视台的差

不多，最多时有5个，有三年是2个；知识分子话语栏目也是如此，有两年是2个，其余四年是则只有1个；而大众文化话语栏目稳定

在10个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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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五：杭州电视台三种文化话语类型的栏目数量对比 单位：（个） 

  （2）从历年来三种类型的栏目数各自占当年电视台总栏目数的百分比看，主流文化话语栏目最高时比例为36%，有三年是10%多

点；知识分子话语栏目比例1994、1996两年分别为14%、11%，其余四年则都在10%以下；大众文化话语栏目最高时比例达77%，最低

也有57%。 

表五：杭州电视台三种文化话语类型的栏目各自占当年总栏目数的百分比 

  年份节目类型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A 14% 36% 21% 36% 17% 15%

B 14% 7% 11% 7% 8% 8%

C 72% 57% 68% 57% 75% 77%



  （3）杭州电视台在1994年到1999年的6年里，共开设35个栏目，其中主流文化话语栏目6个，知识分子话语栏目4个，大众文化

话语栏目25个。各自的比例分别为17%、11%和72%。 

表六：杭州电视台在90年代开设的三种文化话语类型栏目的数量及其百分比 

    数值、百分比节目类型 各自的数量 各自占总数的百分比 

A 6 17%

B 4 11%

C 25 72%

合计 35 100% 

图六：杭州电视台在90年代开设的三种文化话语类型栏目的比例 

  4、西湖明珠台 

  （1）从历年来三种类型的栏目各自的绝对数量看，主流文化话语栏目除1994年开播时为2个外，接下来几年都是3个；知识分子

话语栏目1996、1997两年是2个，其余四年是1个；大众文化话语栏目1994、1995、1996三年为5个，1997年是6个，1998年最多，有

9个，1999年则是3个，和当年的主流文化话语栏目持平。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年） 

        图七：西湖明珠台三种文化话语类型的栏目数量对比 单位：（个） 

  （2）从历年来三种类型的栏目数各自占当年电视台总栏目数的百分比看，西湖明珠台和浙江卫视差别不大，只是大众文化话语

栏目的比例比浙江卫视稍高。 

表七：西湖明珠台三种文化话语类型的栏目占各自当年总栏目数的百分比 

  年份节目类型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A 25% 33% 30% 27% 23% 43%

B 13% 11% 20% 18% 8% 14%

C 62% 56% 50% 55% 69% 43%

  （3）西湖明珠台自1994年开播到1999年，6年时间共开设各类栏目23个，主流文化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栏目都是3个，比例为

13%；大众文化话语栏目则有17个，比例为74%，和钱江电视台基本等同。 

表八：西湖明珠台在90年代开设的三种文化话语类型栏目的数量及其百分比 

    数值、百分比节目类型 各自的数量 各自占总数的百分比 

A 3 13%

B 3 13%

C 17 74%

合计 23 100% 

图八：西湖明珠台在90年代开设的三种文化话语类型栏目的比例 

  从四个电视台各自在90年代里播出的三种文化话语类型栏目的数值分布情况看，大众文化话语栏目相比于主流文化话语栏目和

知识分子话语栏目，不管是从绝对栏目数上还是在占总栏目数量的百分比上，都有着绝对的优势，居于主导地位；与之形成鲜明反

差的是，知识分子话语栏目不仅在绝对的栏目数量上很少、比例最低，而且在从9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的几年里一直呈“边缘化”状

态，像钱江电视台、杭州电视台和西湖明珠台，这几年里都只有一、两个知识分子话语栏目。主流文化话语栏目从整体上的数量和

百分比看，比大众文化话语要低，但有几年则呈现出和大众文化相等的数值。这说明在中国的电视文化生态格局中，主流文化话语

有着极其强大的力量弹性，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予以阐述。 

  其次，从历年来所有四个电视台三种文化话语栏目的数值分布情况看，1994年到1999年每一年四个电视台的栏目总数分别为54

个、66个、66个、61个、67个和60个，其中每年的主流文化话语栏目占当年总栏目数的比例在30%上下，最低的一年为20%；知识分

子话语栏目这个比例一直在10%左右；而大众文化话语栏目的这个数值都超过50%，最高的1993年达到了67%，最低的1999年也有

55%。具体数据见图五和表五。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年） 

       图九：四个电视台三种文化话语类型栏目的总数对比 单位：（个） 

表九：四个电视台三种文化话语类型的栏目占当年总栏目数的百分比 

  年份节目类型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A 20% 29% 24% 30% 28% 32%

B 13% 11% 15% 11% 12% 13%



C 67% 60% 61% 59% 60% 55%

  四个电视台在我们所认为的90年代的时段内总共开设了172个栏目，其中37个主流文化话语栏目、17个知识分子话语栏目、118

个大众文化话语栏目。各自所占的比例分别为22%、10%和68%。见表十和图十。 

表十：四个电视台在90年代开设的三种文化话语类型节目的数量及其百分比 

数值、百分比节目类型 各自的数量 各自占总数的百分比 

A 37 22%

B 17 10%

C 118 68%

合计 172 100% 

图十：四个电视台在90年代开设的三种文化话语类型栏目的比例 

  从上面我们所统计的各项数据中可以看出，不管是就三种文化话语类型的栏目各自的绝对数量而言还是就它们各自在电视台总

栏目数中所占的比例而言，不管是省级电视台还是市级电视台，不管是就单个电视台看还是综合所有样本电视台看，总的来说，大

众文化话语类型的栏目在90年代的浙江电视文化生态格局中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这还不包括各个电视台所播放的数量众多的电视

剧——它们中的大多数是电视大众文化批评的主要对象，是被斥责为“被一种非现实主义和反美学精神的大众文化意识所支配和引

导”的“廉价的文化商品” 。与此相关的一个结论是，知识分子话语栏目和主流文化话语栏目在90年代的电视文化生态格局中，

丧失了它们在80年代时曾经的辉煌，而逐步非主导化、边缘化了。 

  第二，从三种文化话语栏目各自的播出时段和播出频次看，大众文化话语栏目仍然风光无限。根据一般的电视晚间收视时段划

分，有17：00—19：00、19：00—21：00、21：00—23：00、23：00之后等四个时段，其中18：00—22：00这四个小时是公认的大

多数观众收看电视集中的时间， 19：00—21：00则是收视人数最多的一个黄金时段。 1993年以来，四个电视台的大众文化话语

栏目几乎出现在以上划分的每一个播出时段上，尤其以20：00—22：00这两个小时里分布最多。从播出频次看，这一类型的栏目每

个电视台天天都有，并且一天里还有好几个。它们不仅播出时段好、播出频次高，而且播出的时长也长，一般都在30分钟到45分钟

之间，平均比主流文化话语栏目和知识分子话语栏目要长10分钟左右，有的栏目如浙江卫视1994年至1996年设立的综合文艺性栏目

《星期五大展播》甚至长达100分钟到145分钟。 

  而知识分子话语栏目的边缘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不仅表现在栏目数量的稀少上，还表现在这一类栏目播出时段的冷僻

上和播出频次的偏低上。以两个省级电视台的知识分子话语栏目为例，浙江卫视的《荧屏舞台》栏目在1993年的时候是被安排在

20：40播出的，1994年其开播时间调到了21：00，1995到1997年开播时间又调后了一个小时，放在了22：00，而到1998年和1999

年，《荧屏舞台》已经只能在00：20之后才能收看到了；浙江卫视在1998年开设的典型的知识分子化的栏目《文学工作室》虽然在

时段安排上还不错，占据的是电视剧之后21：00—21：30这个黄金时段，但它从一开始就是和另一个知识分子话语栏目《百花戏

苑》隔周轮换播出的，也就是说在频次上它和《百花戏苑》是两周才各自播出一次。钱江电视台知识分子话语栏目的情况和浙江卫

视差不多，其最早开设的知识分子话语栏目是以介绍欣赏国内外经典音乐为主旨的《音乐经典》，在1998年之前还是被放在21：00

左右这个比较好的时段播出的，但1998年其开播时间调到了22：20，1999年则干脆被放在00：00之后；1998年开设的内容指向为

“对生活的文化解读”的《现象》栏目，也和浙江卫视的《文学工作室》一样，一开始即是和其他栏目隔周轮播的；钱江电视台还

曾经有一个很人文化的栏目《随笔》，由一批颇有名气的文化人像著名文化评论家吴亮、作家李杭育等担纲策划编导，其内容取向

是相当文化、高雅的，但其寿命却很短，1996年开设了一年即遭撤除，有人把该栏目谓之为“精英文化在电视上最后的挣扎”。 

  与知识分子话语栏目比较明显的绝对边缘化相比，我们注意到，这里主流文化话语栏目的边缘化内涵相对要复杂得多。在栏目

的数量上，我们上面已经提及，一些年份里它和大众文化话语栏目是相近的，这一点在浙江卫视这样的省级综合性频道里表现得尤

其突出。在1995、1998和1999这三年里，浙江卫视主流文化话语栏目与大众文化话语栏目在数量上的差距都只有一两个上下。如果

说在栏目数量上，主流文化话语栏目整体上还可以说是边缘化的，那么从栏目播出时段的安排和播出的频次上看，说主流文化话语

栏目的边缘化就有点不充分了。由于构成主流文化话语栏目主体的是新闻栏目，因此它和大众文化话语栏目比，这两方面并不处于

劣势。从四个电视台新闻栏目的播出时段上看，都是在电视剧之前或之后的黄金时段。像浙江卫视的《浙江卫视新闻》、钱江电视

台的《新闻速写》、杭州电视台的《杭州新闻》、《新闻视野》，西湖明珠台的《明珠新闻》，都是在18：00—19：00这个时段播

出的；浙江卫视的《黄金时间》、《今日要闻》，钱江台的《记者观察》则被放在20：30—21：00这个时段。可以看出，这些栏目

的播出时段都是在通常所谓的18：00—22：00这个收看电视的人数最多的黄金时段上，相当一部分栏目还占据了19：00—21：00这

个全天收视人数最多的时段。另外，主流文化话语栏目中的新闻节目是每天播放的，大多数电视台在一天内安排有好几个新闻栏

目，像浙江卫视有《浙江卫视新闻》、《黄金时间》、《今日要闻》，还转播中央台的《新闻联播》，钱江电视台则有《新闻速

写》、《记者观察》；有的电视台还对一个新闻栏目进行不同时段上的重播，如钱江电视台的《新闻速写》栏目一般在22：00前后

安排重播。也就是说，主流文化话语栏目的播出频次是相当高的。因此，综合主流文化话语栏目在数量上、播出时段上和播出频次

上的情况，我们可以说它的“边缘化”事实上是一种“相对边缘化”或者说“伪边缘化”。换句话说，在中国的电视文化生态格局

中，虽然大众文化话语在90年代取代了80年代主流文化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的主导地位，但主流文化话语的现实影响力仍然不容忽

视，只不过它的作用方式由原先的显性转为了隐性。 



               五、简短的结论 

  从以上的样本统计结果以及相关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正如我们在进行具体的量化分析前所假设的那样，20世纪90年代中

国的电视文化格局发生了转型，大众文化话语占据了电视文化生态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转型过程当中，一

起式微的主流文化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各自的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20世纪90年代，电视文化中的知识分子话语在大众文化话语的

挤压之下，彻底丧失了80年代的主导地位，不管是从栏目数量上看还是从播出时段安排、播出频次上看，都被真正地边缘化了；而

主流文化话语虽然在栏目的数量上与大众文化话语相比处于绝对的下风，但在播出的时段和播出的频次上，并不比大众文化话语栏

目逊色，甚至还占有优势。也就是说，主流文化话语主导地位的丧失并非绝对的，其影响力仍在，其“边缘化”事实上是一种“伪

边缘化”。 

  至此，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文化生态转型后的具体文化结构基本明晰：大众文化话语占据了主导地位，知识分子话语彻底边

缘化，而主流文化话语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边缘化了，但其影响力却还在，只是其作用方式由原来的显性转为隐性。 

  这样的一种电视文化生态格局事实上充分体现了中国电视发展所处的特殊的社会语境。不管中国的电视业在经营管理方式、节

目形态、节目的文化价值取向等等方面怎么变革，其根本的性质——“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是不会变的。这一方面可以说明

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文化生态转型后主流文化话语的“伪边缘化”问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透露给我们这样的一种信

息，即中国特殊的电视体制“决定了我们比西方商业电视，对电视传播的文化内容和电视建构的文化形态，具有更大的合理调控的

可能性和必要性。” 反过来看，当前为方方面面人士所诟病的电视文化生态的商业化、大众化、世俗化甚至低俗化、庸俗化趋

向，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整个社会市场化之后，政府对电视的宏观调控和市场法则之间关系的尚不规范所致，而非电视文化生态本身

必然的一种价值取向。认识到了这一点，那么对于电视文化生态转型之后的大众文化化、世俗化态势，就大可不必如法兰克福学派

批判大众文化一样，持十分悲观的立场。应该相信，在中国这样特殊社会语境下生存发展的电视文化生态，其未来的文化格局是会

达到三种文化话语的平衡共处的。这事实也是我们对20世纪90年代电视文化生态转型之后的中国电视文化生态结构的另一个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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