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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视节目形态变化看内地传媒角色的变迁 

作者： 张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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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中国内地近20年的电视改革使电视传媒逐步在三大传统传媒中占据强势地位，并在客观上成为大众传媒角

色变迁的传感器。本文透过节目形态演变的表象，以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式，置内地传媒于改革开放的宏大

社会背景之中，探讨内地传媒角色变迁的现实基础、理论渊源和文化根基。 

【关键词】 电视节目形态；传媒角色变迁；传播观念；社会思潮 

大众传媒角色的变迁往往印刻着政治观念、文化思潮和传播理念等嬗变的痕迹，大众传媒的产品，包括文字作品、广播

节目和电视节目等等，则是传媒角色意识的主要承载者和体现者，在这个意义上，传媒产品是传媒角色变迁的传感器。

电视在三大传统传媒中的强势地位更使电视节目的形态变化成为探视传媒角色变迁的放大镜。 

中国内地近20年的电视改革使电视传媒日益散发出诱人魅力，成为社会交流与沟通的重要媒质。1997年的调查显示，

“从80年代至今，我国受众获取新闻主渠道的排名是：80年代初期，广播居首位，报纸次之，电视为老三；80年代中

期，电视登上冠军宝座，广播为亚军，报纸为第三名(1985年，我国电视机的社会拥有量由1980年的902万台上升到6965

万台，同年电视观众达54亿人，正好是1981年电视观众27亿人的两倍)；进入90年代以后，电视的‘老大’地位没有变，

但报纸上升为亚军，广播居第三位。”①由此可见，90年代的内地传媒已经进入名符其实的“电视时代”。 

根据传播内容的侧重，内地的电视节目形态通常被分为新闻类、社教类、文艺类和服务类等四大类。在电视节目欠丰富

的90年代以前，这种划分方式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力，成为节目制作和电视奖项评选的惟一标准。但电视制作日新月异

的发展赋予了电视荧屏更加绚烂的光彩，如今参与受众“眼球争夺战”的已远远不止于此。除了上述四类节目形态被更

为细致的区分为新闻报道类、新闻评论类、综艺晚会类、游戏娱乐类、生活类、青少类等等，同时经济类、体育类、音

乐类、益智类、法制类等节目形态也日渐成为受众关注的焦点。综观内地电视传媒现有节目形态，一部分是适应现时受

众需求的后起之秀，一部分是原有节目形态的继承与变异。为了理论阐述的便利，通过对节目形式、内容的变化趋势及

受众特征等因素的综合考察，把内地主流电视节目形态归纳为新闻类、综艺类、经济类、体育类、服务类、法制类和科

教类等。如果从各类节目形态中选取若干名牌栏目来考察，我们会发现节目形态变化与传播角色变迁的关联与互动： 

《焦点访谈》——传媒舆论监督意识的觉醒 

《生活空间》——传媒平民情结的张扬 

《实话实说》——传媒公德评判意识的萌发 

《快乐大本营》——传媒娱乐本能的宣泄 

《幸运52》——传媒教育功能的新主张 

《相约星期六》—传媒情感沟通的外化 

下面，本文透过节目形态演变的表象，探讨传媒角色变迁的现实基础、理论依据和文化根基。 

一、传播观念演革：传媒角色变迁的理论依据 

内地的电视事业起步较晚，从1958年至今不过短短的40多年，其间，“十年内乱”使其丧失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大好时

机，内地电视的实质性发展始于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内地电视节目形态以新闻、电视专题、电视晚会和电视剧为主，

具有明显的电影模仿痕迹，新闻几乎是会议新闻一统天下，电视专题往往主题先行，电视晚会和电视剧等娱乐性较强的

节目类型也成为宣传“主旋律”的另一种方式，传媒角色可以简单地定位为“喉舌”，传媒传播信息、服务受众等社会

角色成为其附属。内地电视节目形态的飞速发展集中体现在90年代，有学者评价说，“电视在90年代的成长速度超过了

以往的30年”。②这一时期，不但涌现出许多新兴的节目类型，而且原有的节目形式也随着电视观念的演变而焕然一

新。“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电视‘走自己的路’的年代，90年代是中国电视向世界学习的年代。”③中国内地传媒在20

世纪的最后10年以更为开放、更为积极的心态走向国际、融入世界，电视传媒的变革只是这次浪潮中的一朵浪花。 

“角色定位”是90年代内地大众传媒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从传播学意义上分析，“角色定位”是传媒受众意识觉

醒的结果，也是传播专门化和分众化的结果；从内地大众传媒的生存背景分析，“角色定位”标志着传播禁忌在一定程

度上的消减，传播观念的更新，以及传播方式的多样化。 

从前面对当前内地电视节目形态的描述中不难发现，内地大众传媒的角色不再是单一的“喉舌”和“宣传者”，而是同

时兼具舆论监督者、平民代言人、公德引导者、新型教育者、娱乐弄潮儿和情感沟通者等多种社会角色。传媒社会角色

的多样与丰富，一方面突破了传媒传播内容的局限，“国事、天下事”固然是传媒的重点，但清官难断的“家事”，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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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作者：韩鸿┊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 新闻播音的感召力 

作者：时岱┊ 2005-11-28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信息价值的认识，

以及社会、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我

们的新闻播音注重了“大容量”的“快

节奏”。这种适应现代社会应运而生的

“快节奏”播音应当给予肯定，但必需

强调鼓动性质和感召力。新闻宣传…… 

·赵月枝教授获批长江学者讲座教 2009-10-18

·国际青年影像季2009-2010 2009-10-18

·2009互动电视（中国）峰会通告 2009-10-18

·首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 2009-10-13

·香港浸会大学第三届普利策新闻 2009-10-03



毛蒜皮的“琐事”，嬉笑怒骂、开怀一笑、真情表白都可以成为报道对象，受众根据个人喜好各取所需；另一方面与传

播内容相适应的新兴传播方式也层出不穷，从宣传到报道、从谆谆教诲到娓娓道来，从正襟危坐到轻松谈笑，大众传媒

高高在上的仰视地位逐渐转向平和、平等、亲切、自然。传媒角色转变体现出的正是以传播体制为现实基础的传播观念

之演革。 

传播体制改革：奠定传媒社会角色变迁的现实基础 

内地传媒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下，呈现出分散化和指令性的特征，在执政党的统一管理下，传媒作为行政事业单

位而存在，不被纳入市场竞争的轨道，因而传媒的“一种声音”便在意料之中。经济体制转轨之后的内地传媒，提出了

“事业性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构想，大众传媒进入市场竞争体系。传播体制变革的第一个亮点闪现在风光不再的广播

传媒，“珠江模式”引起全国媒体的关注；其后，《广州日报》创建内地第一个报业集团，报纸传媒的体制改革拉开序

幕，至今《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及《新民晚报》、《解放日报》先后组建6家报业

集团；由于“四级办电视”的方针，内地的各级电视台达3000多家，因而电视传媒的竞争压力大部分来自内部，随着各

省级电视台的纷纷上星，电视传媒的竞争日益明显，体制改革意识觉醒，上海东方电视台和湖南经济电视台率先实行全

员招聘制等管理体制的革新。 

虽然目前内地的大众传媒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属性，但体制改革已经使竞争意识深入渗透，行政拨款不再是传媒的惟一经

费来源，绝大部分来自广告和发行，而广告收入直接与传媒的发行量、收听率和收视率相关，因此受众成为大众传媒真

正意义上的“衣食父母”，为了提升影响力，传媒不再满足于大同小异的模式报道，“独家”、“第一”成为更高追

求。客观上，传播体制改革为传媒社会角色转变提供了制度层面的保证。 

此外，电视传播方面，制播分离在内地已出现萌芽，民间资本开始介入电视制作业，据《北京青年》2000年7月3日报

道：“2000年北京国际电视周上，专业电视节目制作公司数量比电视台多出两倍，共317家，京城就有88家。电视台搭

台，制作公司唱大戏，是本届电视周区别于历届的最突出特点。”虽然目前制作内容尚局限于影视剧和非新闻性的专题

或娱乐节目，但毕竟是传播体制变革中的星星之火。 

传播观念演革：提供传媒社会角色变迁的理论根基 

在内地传媒角色变迁中凸现的传播观念主要体现在受众意识、舆论监督意识、报道意识、纪实意识及传媒多功能意识的

加强。 

传受关系变化使受众理念得以激活。竞争机制的确立使受众地位得以提升，衡量传媒水平的标准也不再是由政府或学会

组织的各类评奖，报纸发行量、广播电视的收听、收视率，以及受众满意度成为“数字化时代”里传媒更为关注的数

值。“一切从受众需求”出发不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真正成为传媒定位的出发点，受众调查研究不但成为传播学、新

闻学研究的一大热点，而且是传媒角色定位的前提。受众调查涉及年龄、职业、文化程度、性别、收入、地域等各个方

面，根据不同受众的不同喜好，确定目标受众，并据此设定不同的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以求最佳传播效果。受众理念

的突显使“雅俗共赏”遭遇质疑，“度身订做”成为更合理的选择。电台专业化、频道细分化及报纸分类化等趋势正是

“受众至上”意识的升华。 

舆论监督是大众传媒的本质职能之一，但由于体制的制约和“以正面报道为主”的宣传方针，内地传媒的监督功能未能

充分发挥，直到以《焦点访谈》为代表的一系列以批评报道为主的栏目(或专栏)面世，舆论监督才逐渐正规化、规模

化，成为内地传媒的一大重任。内地传媒舆论监督意识的加强意味着传播观念的本质回归，同时也标志着一个国家民主

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发育水平，因为“综观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历程，人们不难发现，舆论监督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和

市场经济发育的伴生物。无论是民主政治也好，市场经济也好，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它们都是眼睛向下、密切

关注民意取舍及其喜怒哀乐的政治和经济，现代舆论监督恰恰是保证这种政治和经济良性循环的支撑机制之一”。④在

这个意义上，传播观念的演进、传媒角色的变迁透射着政治进步、经济发展的亮彩。 

报道意识是相对于宣传意识而言。内地传媒在西方新闻界人士眼中只有宣传，而无报道，“新闻事实”依附于既定的

“宣传口径”而传播，传播的目的不是“信息”，而是“口径”。但随着深度报道的广泛应用，内地传媒的传播方式有

明显改观，报纸传媒的深度报道在80年代风靡一时，电视传媒也成功推出了《新闻调查》，内地传媒逐步由“宣传”走

向“报道”，大众传媒不再主题先行，新闻事实也不再是“宣传意义”的附属，而是在“用事实说话”的理念下，让事

实成为评论的依据，成为传播的主体。报道意识的加强弱化了内地传媒“政治布道者”的角色意识，代之以更为适宜的

“信息传递者”角色定位。 

纪实意识与报道意识一脉相承，在传播方式上追求客观、公正与本色。纪实意识主要表现在电视传媒方面，它用跟踪拍

摄的方式记录生活的原生态，把传播主体的指令性和主观性降低到最小，变主题先行为主题后行，让受众从尽可能真实

的记录中体味主题。《生活空间》把传媒的纪实意识发挥到极致，甚至在拍摄对象的选取上也把代表最本色生活状态的

普通百姓放在了首位。纪实意识迫使传媒抛弃习以为常的俯视视角，而是用平视的心态去发现平常生活中的美丽。传媒

在对细节的捕捉中揭开神秘的面纱，带着微笑成为平凡而不乏丰富的“社会平民”。 

传媒的多功能意识本是无须证明的客观存在，但由于内地的传统新闻理念几乎是报业理念的一统天下，在中国近百年的

新闻思想史上，报业角色先后被定位为“变革政治的‘利器’”、“传播新闻的‘社会公共机关’”及“党的指导机



关”，无一例外地作为政治宣传者而存在，受此影响，内地传媒长期以来呈现出单一的社会功能，传媒角色定位也欠多

元。传播观念的日渐丰富使内地传媒的社会功能得以全面展现，为传媒社会角色的多样化奠定了理论前提。 

传播观念从根本上决定着传媒的角色定位，传媒社会角色的变迁则记录着传播观念由保守走向开放，由单一走向丰富，

由呆板走向灵动的历程。同时，传播观念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也深受社会思潮嬗变的影响。 

二、社会思潮嬗变：传媒角色变迁的文化根基 

西方文化东渐，经济体制改革，全球化危机……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在强烈的冲击中快速前行。改革开放之后的中

国内地，社会的开放性成为突出的社会特征，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在变革中相互碰撞、冲突、融合，这种不断调试的过

程通过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价值观念反思，社会心态变更等或隐或显的方式得以表现，作为社会表达载体的大众传媒

成为社会思潮嬗变的记录者，而大众传媒角色变迁也因而烙上了社会思潮嬗变的种种印记。 

一场思想解放的大讨论打开了西方社会思潮涌入中国的最后一道屏障。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持与对抗中，自由主义思

潮、人文主义思潮、商业化思潮等等渐次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 

自由主义思潮：传媒突破“舆论一律”的契机 

自由主义思潮几乎是与经济体制转轨同步而来，这一方面缘于市场经济内含着拓展自由空间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由

于“新中国成立后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三十余年，始终未能正视人的自由问题，在理论上，个体自由的探讨长

期是一个禁区。因此，面对现实生活的巨大变化，面对人们自由意识的日益觉醒、对自由的要求日趋强烈，固有的理论

显得苍白无力，严重滞后。这时西方人本思潮裹挟而来，其自由理论恰好扮演了一个填补理论空白的角色，应合了人们

在理论上、思想上和心理上的需求”。⑤自由主义思潮的进入，对大多数人而言，并不意味着深刻的理论探讨，更多的

是一种情绪体验，是反思过往、判断事物与行为的依据，是渴求新型文化与思想的心理反映。 

就大众传媒而言，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传播文化更多表现为一种政治文化，大众传媒往往成为

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工具。“中国的政治文化在50年代中期开始确立了一条戒条：要么你和上层领导一同思想，说出

同样的话；要么闭上你的嘴巴，默默地听着；最好是声明拥护，完全执行。”⑥依据“沉默的螺旋”理论，在此状况

下，社会舆论必然走向“一律”，但这种强制的“一律”是“信仰和政治高压的混合体”，有悖传播的本意。自由主义

思潮使大众传媒走出“舆论一律”的禁锢，代之以“言论自由”的追求。“对传播媒介的占有量，是衡量言论自由程度

的标志之一……依据对传播媒介占有权分析中国言论自由的程度，人们会得出乐观的结论。在这里，报刊上经常刊载工

人、农民的言论，广播电视新闻节目里不断出现普通群众的形象和声音……”⑦由此可见，传媒的传播对象和传播内容

的多样性是自由主义思潮对大众传媒最深刻的影响。 

无须讳言，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影响缘于社会的进步与政治的开明，开放性的社会特征使传媒的角色变迁成为可能。自

由主义思潮唤醒了大众传媒对传播多元化的思考，并直接促进了传媒思维方式的更新和传播视野的拓展，从而使传媒角

色不再固定为“政治宣传机关”，而是在不改变传媒属性的基础上，根据传媒特性，针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各种需要进行

分类，通过具体的传媒产品表现出来。《焦点访谈》冲破了“报喜不报忧”的舆论禁忌，《生活空间》改变了“关注典

型”的宣传惯例，《幸运52》、《快乐大本营》收拾起“一本正经”的传播方式，《相约星期六》展示出真情流露的坦

诚……传受双方在更为宽松、宽容的社会氛围和文化氛围中各取所需。 

人文主义思潮：传媒倡导“关注人”的革命 

有学者认为，“‘人文精神’主要体现为知识分子的一种生存和思维状态；它是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

关注，是对人类命运、人类痛苦之解脱的思考与探索。”⑧内地掀起“人文精神”讨论的最高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在面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所呈现出的物欲横流、道德失范等社会状况，有识之士发出了对“人文精神”的呼

唤。此时的大众传媒承担起“思想启蒙”的任务，责无旁贷。 

经济体制转轨以前，计划经济赋予大众传媒的指导性地位使其关注点聚集于“政治”与“生产”，即使是塑造“典型人

物”、“英雄模范”也无一例外的是社会建设、物质生产领域的带头人，是为了满足政治宣传的需求。大众传媒全面表

现出对“人”的关注是在人文主义思潮兴盛之后。“人文精神”的提出始于1990年，1994、1995年达到高潮，时间上与

1993年开播的《东方时空》达成契合。在《东方时空》所设的四个子栏目中，直接以“人”为拍摄主体的就有两个，即

《东方之子》和《生活空间》。前者是社会精英的访谈，后者是普通百姓生活的纪实；前者是与“人”面对面的交流，

后者是对生存状态中的“人”和事件流程中的“人”的记录。二者同样把“人”作为传媒表达的主体，借以透视时代与

社会的变迁。“如果说以往我们关注的是你在干什么?发生了什么事?那么今天我们关心的是，对于你正在做的和曾经做

过的事情，请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这样干?你内心深处的动因是什么?……等等。”⑨具体到每一篇报道、每一个电视节

目，大众传媒对“人”的关注不再浮于人在事件中的意义、作用，而是深入到对“人性”与“精神”的探讨。80年代初

期，大众传媒热衷于争论“军校大学生张华为抢救落水老农献出生命”是否值得；90年代当美国大片《拯救大兵瑞恩》

再次掀起有关生命价值的讨论时，大众传媒通过对比中西方对生命价值的不同态度，表现出对80年代报道方式的反思：

认为当时的争论本身就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对人的生存权利的不尊重。两相比照，80年代的大众传媒视宣传道德新风为

己任，关注的焦点是“张华舍身救老农”的社会意义，90年代的大众传媒却表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挣脱道德评判的局

限，关注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众传媒已经放弃了建立社会评判标准的责任，而是旨在突破“道德



惟上”、“政治惟上”的樊篱。以《实话实说》为例，其话题不乏有关社会公德的讨论，但其强烈的受众参与氛围，平

等对话的表达方式，以及各抒己见的全面沟通，淡化了强加于人的说教色彩，大众传媒表达出更为客观、公正的立场。 

人文主义思潮对大众传媒的影响一方面表现为报道主体由事件到人、关注焦点由意义到人性的转变，另一方面也表现为

“以受众为中心”观念的树立。 

人是推动社会进步、历史前行的本质力量，人文主义思潮把大众传媒的关注视线牵回到“人”本身，并剥去沉重的矫

饰，深入到人的心灵与精神。大众传媒以更为温馨、平和的面容成为受众真诚的对话者。 

商业化思潮：传媒走向繁荣与世俗的双刃剑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行政拨款是内地传媒主要的经费来源，传媒仅仅注重传播的社会效果，而不必考虑经济效益，大众

传媒充分享受着“皇帝女儿不愁嫁”的优越。商业化思潮与市场经济如影随形，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商业化的影响

仅限于物质生产领域。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大众传媒也被渐渐纳入市场竞争体系，同时，由于信息传播渠道的急速

增加，以及娱乐方式的日渐丰富，大众传媒逐渐丧失卖方市场的垄断性地位。原有的传媒运作方式已经不再适应新的竞

争环境，新的运行规律尚未健全，西方传媒的商业化运作模式令略显迷惘的内地传媒看到了一丝曙光，商业化思潮开始

对内地传媒产生冲击，内地传媒在保证传播社会效益的前提下，日益注重传播经济效益的获得。 

一方面，商业化思潮深化了传媒的竞争意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竞争规律使传媒认识到“受众就是上帝”，传

媒充分调动创造性和能动性，根据受众的不同需求，创造出品种繁多的传媒产品。首先，商业化思潮使内地传媒的分众

化趋势日渐突现。报纸传媒由单一的党报扩展为都市报、文摘报、法制报、体育报、文化报、信息报等等，还有专为不

同行业创办的行业报；广播传媒是传媒变革的先行者，把综合台细分为音乐台、交通台、文艺台等等；相对滞后的电视

传媒近年势头猛劲，中央电视台由最早的一个综合频道发展为现在的新闻、经济生活、音乐文艺、国际、体育、电影、

军事农业、电视剧及英语等11套节目。其次，传媒的传播内容随着分众化的趋势而丰富。既有严肃庄重的新闻播报，又

有活泼生动的游戏娱乐；既有指点江山的高瞻远瞩，又有茶余饭后的家常谈资；既有有理有据的理性思辨，又有淋漓尽

致的情感宣泄……不同兴趣爱好、不同文化层次的受众，可以从不同的传播内容中获得满足。大众传媒竞争意识的加强

客观上丰富了传媒的传播内容和种类，为受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另一方面，商业化思潮的涌入使尚待规范的内地传媒市场应接不暇，不正当竞争时有发生，商业化本身所固有的市俗化

特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众传媒文化品格的下降。收视率是广告商选择电视传媒的主要依据，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

收视率成为各大电视传媒的至高追求。“惟收视率”不仅使电视节目呈现出媚俗化倾向，一味迎合受众，追随受众，而

且致使同类型、同内容的娱乐游戏节目层出不次，而高品位的文化节目、艺术节目等却难觅踪影。“电视文化”遭遇到

文化精英们最多最激烈的批评，几乎成为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的代名词。虽然电视传媒的本体特质决定了电视节目形态

总体上的大众化趋势，但“作为社会公器它又确实有着提升民众欣赏水准的责任，至少应该为那些有自我提升自觉性，

因而希望看到知识性和高品位节目的观众提供他们想得到的”。⑩此外，内地电视传媒目前最严重的弊病在于电视节目

“克隆”现象的泛滥。一是对境外节目的“克隆”，二是内地各电视传媒之间的“克隆”，这一方面缘于内地电视机构

的特殊管理体制，各级电视台之间的竞争不十分明晰，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内地传媒原创意识与知识产权意识的淡薄。对

收视率的盲从使各大电视传媒不加分析地对某类节目一涌而上，既造成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也加速了该类型节目的衰

败。 

商业化思潮造就了电视制作的繁荣，也导致了电视节目的世俗，并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大众传媒产生深远影响。商

业化思潮把大众传媒置于动态的流程中，改变了人们对传媒社会角色的单一认识。虽然使之受到了某种责难，但如同所

有的事物发展，电视传媒的进步也必然经历一个抉择的过程，目前内地电视传媒正处于这一过程中的临界状态。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不失为明智之举，在力求繁荣与多元的同时，不轻易放弃对独创与品位的追求。惟其如此，大

众传媒的社会角色才能更为丰满而有力。 

透过电视节目形态的变化，内地传媒的社会角色在日益变革的政治氛围、经济环境和社会思潮中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封

闭走向开放。就整体而言，这是“信息全球化”发展趋势的现实呈现，是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的必然选择；就局部而

言，这更是开放意识下的个体觉醒，是社会前行、传媒发展的客观记录。 

注释： 

① 转引自时统宇：《电视影响的评析》，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② 胡智锋：《中国当代电视观念的演革》，《现代传播》1999年第4期。 

③ 李幸：《真正的电视时代还没到来》，《新周刊》，2000年第24期。 

④ 转引自《聚集焦点访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页。 

⑤ 李瑜青等著：《人本思潮与中国文化》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页。 

⑥ 刘建明著：《天理民心》，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⑦ 刘建明著：《天理民心》，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321页。 

⑧ 《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南方周末》，1996年1月12日文。 

⑨ 杨君：《电视“关注人”的革命》，《现代传播》1999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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