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传媒体系中专业族群的融合 

蒋泽金 

以前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如果别人想要知道我是攻读哪一门学科的学位，总是会问：

“WHAT’S YOUR PROGRAM?”，而不是问：“WHAT’S YOUR SPECIALTY?”。因为外国人对于

PROGRAM（学科）与 SPECIALITY（专业）这两个字的基本认识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在问学校

中所学习的科系，而后者是在问个人所专精的范畴。换句话说，人们在学校里面得到的学科

知识，不一定就是日后所从事的行业；而各个行业中的精英份子在学校读书时，也不一定就

是专攻这门科系的。“专业”二字应该是指在职岗位上的技能，却绝不是大学教育中的学科

种类。后来，等我进入国内的大学任教，发现“PROGRAM”与“ SPECIALITY”的意义完全被

颠倒了，不仅在名称上“专业”取代了“学科”，而学校教育的方向也直接朝着专业发展，

大学生学习的是狭义的 SPECIALITY（专业）技能，却不是广义的 PROGRAM（学科）知识。一

叶知秋！由这两个简单字彙的逻辑思维中，可以理解出西方国家的大学是通才教育，而中国

的高校只是专才教育。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学校更是社会进步的摇篮，学校教育的

模式必将深刻影响着社会发展的趋势。相对而言，当前社会中的各种行业都已经具备市场化

经营的机制，职能规划不再楞角分明，各门各类的专业观念亦逐渐模糊，学校教育给予的专

业知识并不一定适应职能上的专业技能，唯有处于第一线的岗位上，才能造就出属于工作范

畴内的优秀专业人才。  

本文即以国内现行的专业人才教育模式，进一步分析与检验当前传媒体系中的族群状态。

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传媒事业的专业人员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的族群：（一）

科班出身型；（二）半路出家型；（三）传承出师型。由于各个族群都具有自身独特的意识

形态、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确实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略表分析如下： 

 

 科班出身型 半路出家型 传承出师型 

文化程度 本科以上 大专以上 大专以下 

职位高低 中级／高级 中级／高级 中级／下级 

专业技能 一般 较差 中上 

薪水高低 一般 中上 较差 

职能态度 中上 一般 较差 

社交能力 一般 中上 较差 

职务种类 创作性业务 行政性业务 操作性业务 

作者注释：本表属于概略性的状况，不计个人特殊的才智、机遇、能力等。 

 

一、科班出身型的专业人员 

所谓“科班出身”的定义比较广泛。由于传媒事业涵盖了立体和平面的范畴，并且涉及

到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的多重意义，举凡电影、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电子网路等，

都可以归纳为大众传播 Mass Communication 的系统之下。若将这些项目与中国的传媒教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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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相互对应的话，那么真正属于“科班出身”的学科 Program 应该包括大众传播学、电视艺

术学、戏剧戏曲学、电影艺术学、网络工程学等，这些由学校教育造就出来的人才纳入传媒

体制之后，当然应该都算得是“科班出身”。较之欧美国家的发展历程来说，传媒事业在中

国应该属于一种新兴产业，延至八十年代初期才真正步入发展的阶段，完整的传媒教育也是

在八十年代中期才开始逐渐形成。伴随着传媒事业的蓬勃发展，传媒教育也亦步亦趋的顺势

成长，但是大量生产的下场肯定会造成供需失调。即以目前传媒人力市场出现僧多粥少的现

象来看，这正是传媒教育疏于规划而又过度膨胀的结果。大批科班出身的传播工作者亦饱尝

人间冷暖，由早期的“炙手可热”、“供不应求”，沦落成为今日的“人浮于事”、“一职

难求”。 

即便这些科班出身的传播人才勉强进入传媒体系之后，多半也被安置在学非所用的岗位

上等待机会。心理素质较佳者也许尚能安于现状，专心致志于当前的工作；而急功近利者就

难免出现逆反心理，要不袖手旁观对待他人的创作成果，就是冷言冷语的肆意批评。久而久

之，这些科班出身的传播人与自己熟稔的专业越行越远，只能随着资历沉浮于人事变迁之中。 

 

二、半路出家型的专业人员 

在党政体制的大前题下，传媒事业在中国属于结构比较复杂的事业体，行政管理的意义

大于新闻传播的本质。在九十年代传媒事业蓬勃发展之前， 早期的传媒工作者多半出于党

政宣传机构，以保证传播品质与内容的统一性与纯正性。以当时的传播教育情况来说，新闻

学科（其中包括广播）可能是唯一与其相关的 Program，从业人员主要还是以文学、历史、哲

学出身的文化人为主体。另外，还有其他领域（如党政、部队、官僚等）转业过来的人员也

大举进入传媒行业，经历过在职的专业培训之后，这些“半路出家”的从业人员摇身一变成

为传播人。然而，在意识形态上依然是蕴涵着当初的思维模式，他们对于社会的切身使命感

分外强烈，涉及传播内容的基本原则也特别敏感，但对于现代传播中的即时性、变通性、民

俗性却稍嫌欠缺。 

由于传媒事业全面走向市场化经营是一种时代趋势，因此务必吸纳许多法商科系的人才

进入体系，用以配合传播主体之外的周边业务。尤其是媒体广告方面的市场规划与业务操作，

却都不是科班出身的传播人所能胜任的，还需依赖诸多“半路出家”的专业人员来分工执行。

可是传媒事业中的一项特性——广告挂帅，丰厚的商业价值经常会主导传媒创作的面貌，当

广告业务人员把持住媒体的经济命脉时，他们就喧宾夺主的反过来影响传媒事业的方向，于

是乎两个组群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当此“有奶就是娘”的重商主义社会，妥协与让

步的一方终究是那些科班出身的专业人员，而长此以往的违反初衷与屈就现实，势必影响人

才的积极性。然而，这也是传媒事业中无可奈何的一项现实。 

 

三、传承出师型的专业人员 

传媒事业乃是一项宽广辽阔的行业，兼具科技与传统、有形与无形的层面，从天上的人

造卫星到路边的广告招牌，从荧屏的电视节目到掌心的手机信息，这些全部都属于传媒事业

的范畴，因此在执行传播的过程中，从业人员的专业性质必须各司其职，才可能运转如流。

传媒事业在金字塔的人力结构下，除了上述的两类专业族群之外，还有一批相对沉默的基层

专业人员，他们并不具备高等教育的学业背景，所拥有的传播知识与专业技能也都是透过别

人的经验传承过来的。然而，他们却一直在负责传播意念的实践以及执行常态性的运转流程。

尽管这些“传承出师”的传媒人 为贴近传播功能中的前沿，但也 缺乏人们发自内心的关

注。 

  中国自汉武帝以降，采纳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乎思想封建的老祖

宗昭示子孙后代“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从此以后这个观念就化成中华儿女心中的烙

印，延续至今依然是挥之不去，并且根深蒂固的继续影响后世。在现行的传媒体制之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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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都将学位文凭与职务待遇捆绑在一起，而导致许多有心上进的工作者心灰意冷。其实，

学位有其超然理性的价值，一旦被转化为功利性质的酬佣行为，就完全违背了学术研究的原

始初衷。“传承出师”的工作经验虽然未能立即反应时代的脉动，但是却契合实用的价值。

何必一定要讲求文凭的高低？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只要肯虚

心向学，“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遊于藝。”，传承出师型的传媒人亦何尝不能成为一

个出众的专业人才。 

  

电视自上个世纪 30 年代诞生至今，经历短短的数十年时间，从一种公众的信息传媒发展

成为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艺术门类，既而表现出自身的形态与功能的演变，又当仁不让的强

势赢得传播领域中的霸权地位。与此同时，电子计算机的推陈出新以及网路技术的突飞猛进，

更促使了整个传媒事业的机制体系、市场概念、人力资源都发生相应的变化。由于这种变化

的动因来自于外在环境的挤压，才迫使内层结构不得不进行因时制宜的调整，传媒体制的内

部必定呈现各种消极抗拒的阻力。其实以人文发展的角度来说，在新旧体制交替的过程中，

相互之间的冲撞与磨擦乃是一种必然现象，并且这种情形将会层出不穷的体现于各个领域之

中，正意味着所属族群之间的意识形态在逐步协调与融合。因此面对这种既而存之的事实，

在稳定发展的大前提下，如何消弥单位内部族群之间的龃齬，又能顺利完成新陈代谢的任务，

正是当前传媒体系的任务之一。 

可能是中国社会的独特个性使然，加之发展过程中欠缺有效率的规划，导致今日的中国

传媒结构过于庞大，而相应的职能与机制也十分地紊乱。近年来体制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

诸多专家学者亦曾提出各种因应现状的解决方案，但这些“治标不治本”的措施，只能缓解

问题却不能消除问题，因此始终未见显著成效。其实必须釐清一个观点：尽管传媒事业随着

科技的进步而一日千里，但是它终究隶属于人本精神下的产物，由意念的策划转化到节目的

制作，从传播的过程延伸到收视的对象，首尾两端都是以“人”的价值为核心。因此，无论

是要全力发展传媒事业，或是解决制度所繁衍出来的现实问题，都必须站在人性的基础来进

行思考与判断。老祖宗的治世哲学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先后顺序，凡事都

应该以“家和万事兴”为出发点，传媒体系内的族群分化已经是不可规避的事实，想要解决

一切的问题，就从这里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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