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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者、受者与他者 
——传播学视域下的黄健翔“解说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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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26日，在世界杯1/8决赛意大利对澳大利亚的补时阶段，央视著名解说员黄健翔动情

嘶吼，一时间引发了各方对其个人及央视体育解说风格的争议风暴。黄健翔“解说门”事件也

迅速成为2006年夏季世界杯之外，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热门话题。随着世界杯赛事报道的尘埃

落定，黄健翔“解说门”事件所引发的争议也渐趋平静。一向以严格要求和风格保守著称的央

视以宽容低调的姿态处理了此事，以蜻蜓点水式的一次会议检讨履行完了对黄健翔的“处罚”

仪式。相比于四年前因在解说韩日世界杯比赛中失声而被迫“人间蒸发”一个月的遭遇来说，

黄健翔这次的遭遇颇有点儿因祸得福的味道¬— —不但名声大噪，签名售书火爆，而且在绝大

多数球迷和网友的支持表态下，黄健翔在央视的地位也有望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同样的表

现，不同的结果；同样的观众，不同的心态；同样的媒体，不同的处罚，就在这样的变化中，

黄健翔“解说门”事件恰逢其时地成为了中国当下文化语境下传播学领域内各种角色身份发生

嬗变的一个最好注脚。 

从传者的角度来看，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中国的大众媒体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长

期以来赖以生存的环境是异于西方媒体的。与西方媒体发端于商品经济、成长于市井平民之中

的“草根”身份不同，中国的媒体长期以来就是政治伦理型文化的产物。政治伦理型文化模式

对中国媒体长期浸染的结果是让它们学会了“皱着眉头看人”和“板着面孔说话”，始终以宣

教者的身份凌驾于普通民众之上。从根子上追究，从气质上探寻，中国的媒体是属于贵族的；

尽管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过渡的大潮也给中国的媒体带来了巨大冲

击，迫使它们不得不俯下身子来亲近民众，打出各种各样好看的招牌和旗帜以冀博得民众一

粲。然而长久以来，积淀于中国媒体骨子里的贵族情结和精英意识却并未完全消失，尤其是对

广播电视这样带有国家垄断性质的媒体来说。相对于平面媒体报纸和杂志的先期改革步伐和半

市场竞争状态而言，中国的广电行业所具有的国家垄断性质为它们的贵族心态和贵族身份认同

提供了赖以寄生的温床和滋生的土壤。但是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文化产业改革步伐的加快和加

入世贸组织后潜在竞争压力的加大，中国的媒体尤其是广电媒体也面临着重新定位，甚至是解

体重构的时代难题。在商业性大众文化以席卷之势在世纪之交之际袭来的时候，中国的广电媒

体是以来不及思考的被动姿态被裹挟于其中的。在新的物质现实面前，中国的各个阶层群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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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面对生活在表层情感体验和深层心理结构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对绝大多数广电媒

体从业人员来说还是一个闹不太清楚的问题。但是传统的文化意识和审美价值观念所遭遇到的

现实生活的巨大挑战，却是每一个广电媒体人都能感觉得到的。作为整个社会群体中感受最为

敏锐的一群，在根深蒂固的贵族情结和精英身份被打落成碎片后，如何重新考量自身和社会，

从而实现失却宣教者身份之后的二次身份认同就成了中国媒体在当下语境中的迫切任务。作为

国家级媒体的央视年初选择播放了《武林外传》，在引发的争议尚未平息之时，又再次以低调

姿态冷处理了黄健翔“解说门”事件，不能不说是有着自己的考虑的。相对于某些地方台（如

湖南卫视）的娱乐化身份认同，央视的贵族情结和精英意识无疑是更为浓厚的。作为受众广泛

并具有国际化影响的大台，注定了它的每一个举动都必须小心翼翼，但是在传统办台观念和今

天受众审美接受习惯距离越拉越远的时候，不变革又是不行的。庶几，黄健翔“解说门”事件

就成为了央视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一次试探。 

从传者的另一方来说，作为央视的一名播音员和主持人，黄健翔毋庸置疑应该具有严格、规

范、客观、冷静等这些作为广电从业者“职业人”身份认定的必备素质——在西方传统的新闻

理论中，新闻从业者的角色也是被定位为客观的事件观察者或冷静的信息传达者的，这一点中

外并无多大差别——但是黄健翔充满激情的120秒解说却又毫无疑问地向我们昭示了新闻从业

者的另外一个身份：除了“职业人”的身份外，他们还有一个无可否认的“社会人”身份；而

且在中国新闻媒体由传统身份向现代身份过渡的过程中，这种社会人身份在媒体表现中所展示

出来的个性风采和感情介入也渐趋成为一种无可回避的潮流。复旦大学的陆晔教授认为在现代

媒介中，优秀的新闻从业者首先就应当是一个优秀的人。从传播学角度来看，作为人类交流的

手段，新闻传播在实施自己的过程中实际上承担了意义代码和文化代码传达的双重功能。前者

传递出所要表达的事件内容，作为信息层面；后者传达出与特定社会文化环境相关的文化意

义，作为文化层面。作为“职业人”身份和“社会人”身份的统一，广电新闻从业者往往既是

信息的传播者又是文化的承受者。在这样的状况下，在新闻报道中因强调真实可信性而形成的

“我在场”意识也就势必会受到文化时潮和大众审美接受心理的影响。黄健翔在“解说门”事

件中所表现出的失态，或许在潜意识中正是这种思潮和观念投射的结果。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

的转轨过程中，广电媒体如何适应社会文化给媒介自身带来的冲击，媒体人如何在自己的信息

传播者角色中将“职业人”和“社会人”身份进行更好的有张力的结合，都还是一些需要探讨

的话题。在这一点上，黄健翔“解说门”事件或许会对我们有所启发。 

在当下中国媒体寻求变革与发展的过程中，受者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介质。从某种意义上说，

正是中国受众观念的变化才促成了中国媒体现在的变革。反映在“解说门”事件中，也正是由

于有了受众观念的变化才产生了前面那样一个结果。让•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基础上，曾提出过

“S→AT→R”的公式，认为传播客体和主体之间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传和受的过程。来自客体的

刺激（S）往往要经过主体认知结构（A）的改造和扩展（T）然后才生成主体的反应（R），而

在这个主客体传受的过程中，受者的认知图式（AT）是要经常被激活和重建的。平常所处的文

化环境、所接触的媒介和信息等都在这个认知图式的重构中起着巨大作用。受众在接受外来信

息时，自身已有的思想、文化、知识、修养、能力、经验、习惯等就已先在地为接受该信息提

供了一种“期待视界”。这种期待视界按照皮亚杰的解释，又往往分为趋向于保守的“定向期

待”和渴盼变异的“创新期待”两种类型。 定向期待和创新期待的双重模式往往并不是孤立

地存在于各自的受众群体中的，往往是同一个受众具有这两种不同的期待倾向。在绝大多数境

况下，这两种期待都处于此消彼长的不等势状态。在社会变革较小，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形态

都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这种期待视界会趋向于保守和承传；而在一个变化相对急遽的社会和时

代，受众的期待视界则会相应地倾向于创新和变异。就一般的习惯和逻辑推理来说，变革求新

追求多样化是人类的一种基本心理趋向，所谓“喜新厌旧”是有道理的。长久以来习惯了央视

解说员刻板正经、毫无激情的解说风格之后，人们更希望看到一种清新活泼、富有个性特点的

解说类型。这也是今年世界杯赛事转播中。央视收视率低于地方台的一个原因。在生活节奏加

快、生活压力增大的现代社会中。没有哪位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愿意在本该充分享受休闲和娱乐

的时间内再去秉受刻板而生硬的“折磨”。求变，需要看到一种新的东西——哪怕是另类一

些，哪怕是前卫一些，成为受众一种潜在的诉求和渴望。这显然为黄健翔的激情120秒解说奠



定了基础。当黄健翔激情嘶吼时，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会被打动和卷入进来，从而以“同

化”和“忘我”般的热情投入到这场比赛的观看中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健翔实在是以自己

的冒险（而这种冒险未必不是黄健翔作为一个媒体人的聪明之举）为央视寻求创新做了一次试

验。同时，他也挽救了一场原本平庸的比赛，从而让世界杯的赛场在广大中国球迷和众多电视

观众的心中再次充满了激情和期待。另一方面，从审美接受心理的双重性上来讲，定向期待和

创新期待除了统一互补性之外，还有着矛盾对立的一面。习惯了长久以来央视的体育解说风

格，突然间闯出的黑马，其另类和狂放的姿态还是让已形成心理定势和固定期待视界的观众一

时难以接受。于是注定了黄健翔“解说门”事件会有短暂的喧哗与骚动，抨击和反对之声亦在

情理之中。对于央视、黄健翔本人和中国媒体来说，学界的争论或许也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怕

还是印证了受众对央视探索和创新的态度。实际上，在现代与后现代语境交错下的当代中国，

无论是作为传者的媒体还是作为受者的观众、听众与读者都势不免地要受到这种文化思潮的影

响和冲击，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显然是行不通的，如何在传者和受者之间寻求到一个保持二者

间最佳张力的结合点，才是最重要的问题，而在这方面作为传者的媒体显然更为迫切。受众的

心态和习惯在不断改变，他们的认知图式在接受时潮的影响时也反过来影响着时潮。与媒体相

比。他们对时潮的反应往往是更为先期和主动的。那么，作为媒体的传者如何跟上，或者说是

如何改变自己处处被动的地位？从长远的观点和全局的视野来看，黄健翔“解说门”事件都不

无启发意义。 

在黄健翔“解说门“事件中还有一个惹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各种各样版

本的戏仿黄健翔嘶吼解说的手机铃音在网络上疯狂传播开来。其难以确切统计的下载量为这些

铃音的制造者和运营商带来了数目不菲的经济收入。他们既不是传者也不是受者，他们甚至可

能都未必了解当时比赛转播中的详细情况；但毫无疑问的是，以作为第三方的他者身份，他们

成了这次“解说门”事件中的最大受益者。在中国目前这个还不太信息化的时代里，知识和信

息的资源价值意义已经再次显露无疑。作为大众媒介的电视媒体本身是工业化向信息化社会过

渡时期的产物，而在这种过渡过程中，电视作为信息提供者的媒介身份及其所受到的关注度在

现代与后现代语境交织下的当代中国无疑又成为了一笔可供觊觎的资源。从而在中国由政治伦

理型文化向商品经济型文化转轨的过程中，为传者和受者之外的第三方——他者提供了制造文

化消费的商业卖点。作为媒体事件的“解说门”事件早已超越了文化圈层甚至狭隘的传播学视

域，而进入了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在电视媒体把商品化的意识和逻辑灌输到人们思维里去的时

候，它本身已成为了人们戏拟和模仿的对象。而这种戏拟和模仿又直接以商业利益作为自己的

指向。在这个由传者、受者、他者构成的“游戏”圈子里，规则不再是政治和教化，而是消费

和娱乐、商品和经济。大众传播媒体推进了精英文化和平民文化的融合，而这种融合所缔造出

的语境又为媒体自身成为被调侃对象提供了条件和土壤。商品化意识的渗入和后现代文化语境

的浸染使在传播中处于边缘地位的他者成为最大受益者有了可能。在传播学领域内，乃至在整

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下，如何为传者、受者和他者的博弈提供一个更为规范的秩序

和规则，由黄健翔“解说门”事件联想到胡戈“馒头”事件，再旁及其它诸多传播学领域内的

相关现象，不能不让我们有所深思，这真的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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