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视霸权:应该引起警惕的影像状况..武锦华 .

 

  （浙江大学 传播研究所 杭州 310028） 

  [内容摘要]电视已然成为最有大众性参与的媒介，它以不可替代的优势影响着大众的生活、思维习惯以及对世界的认识。电视

媒介天然的亲和力和其绝对的霸权地位势必导致某种“一致的声音”和大众盲然“积极的赞同”，这将会导致大众文化生活趣味的

丧失从而趋向平面化、对世界认识的单向度。对电视媒介霸权的分析批判应该成为影像时代理性而严肃的自觉意识。 

          电视媒介霸权地位的事实 

  当电视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成为最有渗透力的媒介之后，它以其它媒介不可替代的优势影响着大众的生活、习惯、思维、文化

品位、对世界的认识，因而，在大众传播媒介中，电视被看成是“第二位上帝”，已然居于霸权地位。美国著名的政治家布热津斯

基（Z&#8226;Brzezinski）认为：“对于世界的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来说，电视是接触社会和接受教育的最重要工具。

在这方面，它正迅速地替代历来由家庭、教会和起的作用”，“电视使年轻的观众对外部世界投以最初的一瞥。它最初界定了幸福

生活的含义。它确定了所认为的成就、恪尽职守、趣味高尚和行为正当的标准。它激发了人们的欲望，界定了人们的抱负和期望，

并划清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行为之间的界线。随着全世界观众越来越多地盯着电视机屏幕，不论是强迫的宗教正统观念的时代，还

是在极权主义灌输教育的最高潮，都无法与电视对观众所施加的文化和哲学上的影响相提并论”。 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

少》中的一个片断，透露了电视媒介对人物命运重要作用。农村女孩魏敏枝，一个免为其难的临时代课教师，显然是需要救助的弱

势群体的一个代表，她和她的学生们所处的贫困状态虽然尽人皆知，但唯有在通过电视荧屏播出她的渴望和期盼之后，她对现实的

追求才得以实现。这个改变影片中人物命运的细节，诉说着电视媒介不可替代的地位，大众可以麻木地看着生活中的魏敏枝踉跄在

山间的小道上而无所触动，却不能眼睁睁地看她在电视上抹眼泪，也就是说，大众更关注视屏中的魏敏枝，更关注镜像中的人物命

运，更愿意接近与大众原本有一层屏障的情感。这样的情景正是影像时代的必然。 

  的确，收看电视这种低参与行为，已经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习惯，在美国，电视已经完全普及，美国观众平均每天在电视

机前消磨的时间大约是4小时 ，在中国目前有超过3亿台的电视机，每天大约有10亿人次收看电视节目 。在日复一日观看电视的活

动中，电视实际上控制了人们的信息来源，“媒介即信息”已不仅仅是麦克卢汉震惊视听的一个说法，而是生活的真实。人们分享

着电视节目的共有文化，必定会建立起共同的社会意识框架。而电视节目的制作人正是在这样的电视文化格局中将自己的意识、思

维、文化观念“强加”到大众的脑海中，成为一种亲和力极强的“霸权”媒介，而这种“强加”，不是依靠强制性的逼迫，反而是

观众自愿的赞同和认可。然而，这种赞同和认可的实质却是电视天长地久的渗透，几乎没有让观众感觉到什么不适和别扭，但唯其

如此，更有必要揭示电视媒介霸权对大众的控制，从而，在大众的视听习惯中引起警觉和质疑。因之，电视即等于霸权已成为不争

的事实。 

          电视媒介霸权的文化溯源及状况 

  作为文化的一个方面，对电视霸权的分析有必要追溯到文化霸权。对文化霸权的研究来自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关

于意识形态的重新认识与界定。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A&#8226;Gramsci）在其《狱中札记》中阐释了这一理论，他所谈的

“文化霸权”，实质上指的是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葛兰西不是简单地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中寻找形成领导权的答案，

而是对马克思所说的上层建筑进行重新界定。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者对人民的统治主要不是政治社会及其代理机构，

如军队、暴力等维持的，而是通过被称作’市民社会’这样的’民间的’社会组织，从文化、意识形态这些方面来完成的，它运用

文化的霸权地位控制其他的社会阶级。因而，文化的霸权是当今社会最危险的霸权。而霸权也不是简单的领导权的问题，实际上还

包含了一个不断协商、不断调整的互动过程。霸权的形成需要依赖被统治者某种自愿的赞同，依赖某种一致的舆论和意见的形成 

。葛兰西的理论得到了广泛的响应，英国文化研究派的代表人物斯图亚特&#8226;霍尔（Stuart Hall）从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霸

权”理论出发认为，文化接受过程中存在着一种“优势意识形态”，而这种“优势意识形态”在通俗电视节目中不着痕迹地被复制

着 。同时，他还对大众传媒中“普遍赞同”的“一致舆论”进行了探讨，他指出，一致的舆论是由媒介或部分由媒介生产出来

的。 

  葛兰西和霍尔的文化霸权理论对媒介分析非常契合，根据他们的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电视批评研究中出现了电

视意识形态霸权论（也有译成宰制论，dominant ideology thesis），其主要命题集中在这些方面：（1）电视是制造优势文化的

一个重要媒介，它所传达的是具有宰制性的意识形态；（2）电视文本中宰制意识形态格局的形成，与电视媒体和优势阶级之间的

相互联系有密切的关联；（3）作为传达意识形态的媒介，电视能有效地发挥其作用。  

           电视媒介霸权如何乔装自己 



  任何一种形式的霸权都势必引起人们的反感或恐慌，但唯独电视媒介霸权在影响大众、制约大众的同时依然被大众喜闻乐见，

而且，很难有取代其位置的替代品，究其个中原因，主要有这些方面。 

  电视媒介以替代性满足来消解沉重的人生。 

  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其实是一部残酷的生存史，无论是工业文明对传统的农业文明的替代，还是当今计算机革命对经济、文化的

重新布局，都无法从根本上解除人类的生存危机和精神苦恼，曾经有过的启蒙思想和对现实社会的批判都把虚幻的希望带给世界，

因之，后现代生活方式的来临势不可挡，铺天盖地，摒弃理性的思考，选择一种轻松的生活，成为大众的选择。电视媒介其实是迎

合了人们的精神上的茫然，但同时也导致人们更大的精神上的困顿。大众对身边的苦难熟视无睹习以为常，对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

也不作抗争式的追问，而是沉溺于荧屏，在电视创造的影像中实现满足。比如美国电视连续剧《豪门恩怨》不仅在其本土创下了收

视最高，而且风靡世界，甚至在地球上最为贫困的地方----非洲，这部剧也成为男男女女争相观看不能错过的电视剧，饱受饥饿之

苦的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关注这部连续剧里的恩恩怨怨，而在收看的过程中，接受的是与自身非常遥远的美国的生活方式和美国的文

化、习俗、思维方式，他们受荧屏上人物命运的牵挂，而暂时逃离了对自身命运的思考，更奢谈全球语境中的非洲问题，他们从剧

中人奢华的生活中获得一种替代性的暂时性的满足。 

  曾经轰动一时的《还珠格格》之所以引起青少年的极大兴趣，除了剧情的轻松娱乐性强，就是小燕子这个人物活泼的性格，她

飞扬的生命、对青春快乐的尽情享受、对友谊的真诚，都是青少年在成长阶段的美好追求和愿望，而相比之下，现实中的青少年，

往往因为学业的沉重负担，不可能尽情地游戏玩耍，有的甚至以过早地成人化来获得成人的肯定，这实际上是对幼小心灵的损伤和

戕害，但不管如何地制约，天性是不能压抑的，于是，当小燕子飞上荧屏时，便构成了对青少年天性的呼唤。这种镜像中的实现充

分满足了他们在现实中的向往，是他们对现实紧张、沉闷的释放，如是，对小燕子的喜爱便构成一种替代性的满足。 

         电视媒介以游戏形式牵引大众的文化脾胃。 

  游戏，是人类天性中的一种向往。与游戏相对的是教化，这是人类智慧后天赋与所得。当说教式的教化在荧屏败坏了人们的胃

口和视听之后，轻松的游戏必定成为大众的渴望，游戏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但问题是，一旦将游戏充斥荧屏造成一种以游戏来游戏

大众视听的时候，游戏之于教化已经难分孰优孰劣，而一同沦为理性审视和批判的对象。《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

《神医喜来乐》、《铁齿铜牙纪晓兰》就是在捕捉到一些历史的蛛丝马迹之后，挥霍着游戏，甚至貌似严肃的《天下粮仓》，也神

神秘秘地玩游戏。 

  但是，游戏的背后是什么？莫非中国人一下子全进入后现代的调侃状态了？貌似历史题材的帝王戏、清宫戏，表面上都是拿古

人戏说，在起码20集的戏说的背后，考虑的是穿插着广告的商业利益，在市场经济的今天，电视媒介机构对利益的考虑是合情合理

的，他们的收入依靠广告，而广告商则盯着收视率，电视媒介的利益与广告商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无论从什么角度说，电视媒

介机构在购买或制作一部电视剧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并不是观众的需要，而是这部戏会带来怎样的价值，这样的考虑恰恰与广告商

达成合谋，因此，较为稳妥的选择便是不会带来任何麻烦的古人，任你把衣服穿错朝代，甚至说着20世纪末流行的语言，也不会犯

什么禁，只要你能搞点笑，这样游戏古人、戏说古人竟好象势在必行了。 

  而观众在手持摇控器、自以为主宰着电视频道的时候，实则仍是被电视媒介所主宰，而电视媒介在迎合观众口味考虑观众利益

的旗帜下，则将他们对人生对世界的思考附着在帝王身上，在让观众轻松、游戏的同时，吸呐的并不一定是他们原来想得到的，而

是编导的意图。 

      电视媒介将平面化、复制、单向度的人成为事实。 

  如果说在西方，电视中的暴力倾向导致青少年犯罪的事实已经引起有关专家的警惕和呼吁，那么在中国的电视产品中，暴力倾

向的影像制品还并未泛滥，但影像制品的平面化、庸俗化、简单化已经成为一种潜在的另一种暴力，它无时不刻地闪现在电视频道

中，让观众误以为这就是电视制品应有的水平。由于大众对收看电视节目有一种依赖感，日复一日的对缺乏想象力的所谓艺术节目

的观看，无疑会培养出观众难以提高的欣赏水平。近年来的春节联欢晚会是这种倾向的集大成者。电视的制作人常以节目的一次性

消费为理由来原谅自身的文化贫血的本质。又如许多的新闻报道不是去探究新闻本身的深度、价值、意义，而是考虑是否凑够了镜

头，在一些省市台的新闻中，时常看到一条新闻中同样镜头的重复。当央视的《实话实说》吸引了大众的目光之后，类似的谈话节

目蜂拥而上，不管主持人会不会说，都在五眉三道煞有介事地说着。而娱乐节目《欢乐总动员》的热播更是“动员”出一系列懒于

思考勤于模仿的复制品。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将当代工业社会称为“病态社会”，其最大病症就是它使人变成了单向度的

人，即丧失了对现存社会否定和批判的原则这一第二向度，而只剩下屈从于现存社会制度的单向度的人。单向度的人丧失了合理地

批判社会现实的能力，不去把现存制度同应该存在的“真正世界”相对照，也就丧失了理性、自由、美和生活的欢乐的习惯。人变

成单向度的人是对人的本性的摧残 。马尔库塞的话虽然有点危言耸听，但对一个不可能没有电视媒介的世界来说，在观众不肯扔

掉摇控器之前，对有关电视的关注和警醒还是很有必要的。毕竟，荧屏隔着一层真实的世界，它里面发生的是模仿来的生活和模仿

来的想象，而这种模仿本身已经是打了折的生活和想象了。 

  总之，在文化日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电视作为最接近大众的媒介形式，对大众生活、习俗、思维的影响是必然的，而其包含

的霸权倾向应该引起学界的争论和思考。如此，才能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追问、质疑环绕我们的影像。 

    TV Hegemony: A Vigilance-Arousing Image Situation  

              Wu Jin-hua 



    (Communication Study Institut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abstract] TV is the media which has the most audiences .It effects the publics’ life ,thinking habit and the 

view of the world with its dominant position .TV’s dominant hegemony will make some “ same voices ” and 

“ active agreements” ,thus,people’s life will lose many interesting and also blind the eyes of the world . A 

analyse about TV hegemony should be rational and serious in the audies’s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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