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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随着其他媒体的不断扩充，传统的广播电视正接受着极大的

考验。相应的，传统的电视新闻节目及其主持人也面临着挑战。 

  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国外的大媒体。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５日晚上，洛阳东都

商厦的火灾事件刚刚发生几个小时，美国ＣＮＮ就作出了相关的报道，其速度之快让人吃惊。 

  在未来的日子里，国外大的媒体势必以多种方式介入中国传媒市场。尽管我们的新闻节目

不会轻易向他们开放，但是像ＣＢ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ＮＢＣ(美国全国广播公司)、ＡＢ

Ｃ(美国广播公司)、ＣＮＮ(美国有线电视网)；ＮＨＫ(日本放送协会)这样一些从４０年代就

具有影响的传媒机构，无疑会对我们的新闻节目造成影响。近年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传媒的

集团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的合并使之成为世界最大的传媒集团。世界著

名的传媒大亨、美国新闻集团主席鲁伯特·默多克的手中目前正经营着亚洲最大的卫星电视网

(ＳＴＡＲＴＶ)，前一段，其子詹姆斯·默多克也正与李泽锴(李嘉诚之子)进行着亚洲最大的

宽频网络之争。看来，市场化的竞争更多的是实力的演绎。 

  其二：网络媒体作为一种新兴的传媒方式不断冲击着传统的电视媒体。在网络上看新闻已

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使从事电视新闻的人们感到了极大的危

机，同时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电视人已经意识到了与网络结合的必然性。相信不久的将来，

人们就可以在家中通过网络电视收看到全球的电视新闻节目。 

  其三：其他媒体对电视新闻的冲击也是巨大的，据了解，目前有８％—１０％的受众由电

视流向报纸。报纸新闻不需要那么多相对应的画面，报纸记者只需要一张纸，一支笔或一幅图

片将之描绘出来，这使扛着十几斤重摄影机的电视记者们望尘莫及，尤其是对突发事件，电视

新闻记者必须在第一时间里到达现场，而报纸却可以在得到确实消息后，先行见诸报端。另外

报纸的可保留性，以及其日益提高的新技术和更强的深度和广度，及其更大的信息量，使之成

为电视媒体的“劲敌”。 

  当然，面对种种的冲击，电视依然有着其他媒体不可替代的优势，据调查，包括网民在内

“电视”还是他们接触最多的媒体形式。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如何不断地完善自己，使节目受到

观众的喜爱。拥有了受众，我们就拥有了主动。 

  而我想说的是电视新闻节目尤其是电视新闻主持人越来越需要一种人性化的理念了。电视

新闻是平面的，但充满人性化的新闻节目和主持人能使平面的电视充满“立体感”。 

  如何理解呢?我认为，首先是要尊重人。美国传播学者唐·库什曼认为：“一个人想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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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人际沟通，不需要首肯对方的每个想法，但必须把对方作为一个独特自我或一个重要的个人

加以支持，积极的尊重对这种互动来说是最基本的。”建立在平等、尊重基础上的传播让百姓

觉得暖心、知心，贴心，让观众感觉像是在交流。这一点是关键的。新闻节目主持人要做到真

诚平易，不仰视，更不能俯视。 

  其次是关注人。由过去的关注事件，改为关注新闻事件中的人和由之给人带来的变化乃至

命运的改变。 

  很多人可能都还记得美国戴维营三方首脑会谈，巴拉克与阿拉法特在会谈门口相互谦让的

情景，我们的媒体都做过相应的报道。美国ＣＮＮ的《美国夜线》节目是这样报道的：“巴拉

克想要和平，阿拉法特想要土地，克林顿想要政绩，在马上开始的美国戴维营三方首脑会谈

上，他们三人谁会得到自己想要的呢?”这时电视正好切入巴拉克与阿拉法特进门时相互谦让

的画面……接下来又是主持人的旁白：“进门是轻松的，他们都会非常彬彬有礼，但是，当他

们把门关上的时候，就不那么轻松了，他们是要争夺些什么的。”同样是对新闻事件的报道，

ＣＮＮ就显得特别有人情味。 

  这种不过分的“人情味”就是考虑到了受众的情感，把新闻中的人物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

人来关注，并将事件中的人细节化、情感化、人格化、主人公化。 

  美国ＣＢＳ《晚间新闻》主持人丹·拉瑟曾提出过一个“瞬间”原则，所谓的“瞬间”，

按拉瑟的解释就是让电视观众看到新闻事件的同时，能感觉到它，嗅到它，知道它。 

  总之，无论是尊重还是关注，它的对象总是人，新闻事件的发生总是和人有关的。人与人

之间相连的是感情，是关心，是共鸣，它的载体是同样具有人情味的节目主持人。在《新周

刊》组织的２０００年中国电视节目调查中，“凤凰卫视”的陈鲁豫以第一名当选年度节目主

持人。有记者问她为什么在观众中有那么好的人缘，鲁豫说，我做节目时真是觉得在与观众面

对面，不比观众高，也不比观众矮，是同一高度，而且是一对一的谈话，面对一个观众或一个

家庭，从来不觉得是面对百万千万的观众。正是如此，鲁豫很轻松，观众也觉得很轻松。这种

轻松和平等就更容易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陈鲁豫所说的，换言之，就是要把“主持缩小，把人放大”。这就要求主持人要把自己当

作受众中的一员，以一种普通老百姓的视角，心平气和地面对电视镜头，真诚坦率地说出自己

想要说的。把“主持缩小，把人放大”，这个“人”首先应是一个有爱心，有同情心的人，有

着健康、完整人格的人，他要比普通人更普通，是一个与所有人一样鲜活地生活在街头、菜

场、公共汽车上，生活在同一个家园的人。 

  当然，具备这样素质的主持人除了人格的因素之外，还需要生活的磨砺，思考和感悟。但

是，知道了这种前进的方向，对于我们而言就是一种进步。其实观众最喜欢听的正是那些最朴

实的话，最贴心的话，最有感情的话。有爱心，并具备健康人格是一名主持人最需要的。 

  (作者单位：河南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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