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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众媒介众声喧哗，电视栏目如何浮出水面?《时尚拼贴——解析中国电视栏目》直面中国电视当下状
态，将真实节目、综艺节目、体育节目、文化节目、音乐节目、经济节目等电视栏目类型的历时发展
置于共时语境，从受众定位、结构形态、主持人、电视语言、包装方式等构成元寨以及人文色彩和社
会角色深入剖析梳理荧屏绚丽而纷繁的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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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同道，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纪录片导演与研究者，主要作品有《居委会》（入选第十四届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电影
节、2002年巴西歌德电影节 2002年韩国釜山对话电影节）、《沙湖画人》、《风过白马山》、16集电
视纪录片《经典纪录》（总导演）。
 主要著作有《探险的风旗》、《时尚拼贴：解析中国电视栏目》、《电视看客：调查中国电视受众》
、《媒介春秋：中国电视观察》。
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现主持国家与北京市、教育部课题4项，其中“世界纪录电影大师研究”是一项重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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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纪录与真实：真实节目　第一节  《东方时空》：中国电视路标　第二节  纪录片栏目化与
中国的纪录片现象　第三节  《锵锵三人行》：谈话意识流第二章 快乐时光：综艺娱乐栏目　第一节  
风生潮起：综艺娱乐节目在大陆兴起　第二节  经典文本：综艺娱乐节目的发展阶段　及娱乐模式分
析　第三节  是非兴衰：综艺娱乐节目的未来走势　第四节  综艺娱乐栏节目读解第三章　荧屏竞技：
体育栏目　第一节  40年中国电视体育栏目发展掠影　第二节  电视体育栏目特征　第三节  电视体育栏
目发展趋势第四章　群体守望：对象化电视栏目　第一节  对象化栏目：一个发展的概念　第二节  对
话窗口：从节目内容到表现形式  第三节  以人为本：文化选择与电视观念的形成　第四节  对象化栏目
解析：观看《大风车》的三种方式第五章　荧屏乐章：电视音乐栏目　第一节　锻造乐器：技术革命
带来美学创新　第二节  乐海拾贝：从个案看不同类型的音乐栏目　第三节  繁华视听：音乐栏目的现
状　第四节  繁华背后的匮乏：音乐栏目制作观念探讨　第五节  路在何方：音乐栏目发展预测第六章
　电视的文化版图：文化栏目　第一节  电视文化栏目元素与特征　第二节  电视时代如何读书?——从
《读书时间》谈起　第三节  文化与审美的困境——《中国风》栏目分析第七章　屏幕上的新生活：
生活服务栏目　第一节  生活服务类栏目概况　第二节  有关生活服务栏目的调查　第三节  个案分析　
第四节  生活服务类栏目特点分析与发展趋势第八章　专业频道与电视栏目：CCTV-2解析　第一节  经
济生活服务频道产生的条件和具有的特征　第二节  经济生活服务频道中电视栏目的设置　第三节  对
经济生活服务频道中典型栏目的分析　第四节  专业频道与电视栏目的设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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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2  休闲娱乐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期政治思想解放运动
而来的经济解放运动经过近二十年的持续快速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不仅早已送走了经济短缺
的历史阶段，而面临的是经济体制的转轨，消费产品已经出现了某些相对过剩。
中国人的生活水准已经开始从温饱向小康过度，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开始发生质的变化。
“大干快上”退出历史舞台，“休闲娱乐”注重生活品质成为公众生活的新准则。
20世纪90年代的电视娱乐的制作在这样的牛活环境中焕发出生机。
20世纪90年代末期，社会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国家经济进行了结构性大调整，出现了大批“下岗工人”和无职业人员和流动人口，他们的不平、不
解和愤懑情绪需要找一个宣泄的通道。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是，随着双休日的推行和节假日时间的延长，人们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增多。
根据有关统计表明，实行双休日以后，中国城市居民可以支配的空闲时间从平均每天3．5小时增加到5
．5小时。
那么人们究竟如何填充这么多的时间呢？
外出旅游度假、逛商场购物虽然也是一种休闲，但需要有一定的资金支持。
而就经济、方便而言，在家观看电视无疑是人们首选的休闲方式。
2000年春天，六大城市凋查先后表明①，中国城市居民，除广州、深圳等几个沿海开放、教育发达的
城市假日生活极为丰富外，其他厦门、杭州、青岛、北京等城市居民首选的娱乐方式还是看电视。
沿海开放城市尚且如此，内地省市就更不用说了。
从娱乐节目看，湖南卫视之所以1999年火爆荧屏，与电视提供了廉价娱乐方式有关（一次投资，长期
享用，更方便快捷），它在广州、深圳等几个城市的影响力远远不如在内地那么强烈。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竞争骤然加剧，由于短缺经济结束，买方市场形成
，生意越来越难做。
企业公司之间以及个人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由于数量巨大的下岗人员和各种隐性失业人员的存在，在业在岗的工作人员也面
临空前巨大的竞争压力，表面上是工作时间减少，而实际上是工作强度和竞争压力增大，大多数人在
工作一天之后往往是筋疲力尽、身心疲惫。
在周末放松一下心情，好好看看娱乐节目，不失为一种有效的休息。
综艺节目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集体的娱乐空间，使人们情不自禁地走进去，共享一种视听快感。
它使饱经忧患的公众得到了象征性的满足，为焦虑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心理抚慰。
这种满足和抚慰，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心理紧张和内在焦虑，也强化了个体对社
会的认同感和安全感。
综艺娱乐节目对于人们心理结构的平衡和调整，对于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发挥着它的文化整合功能
。
    20世纪90年代初综艺节目尚以彬彬有礼的智性综艺娱乐节目为主，20世纪90年代后期则更多地以强
烈形体动作和险象环生的游戏为主；20世纪90年代初的综艺节目以“赏心悦目”为主旨，20世纪90年
代末的综艺节目以肢体游戏为主，以疯狂打闹、尽情宣泄为目的。
这与人们心理压力增大，宣泄强度也随之增大有关。
    3文化形态由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型    20世纪90年代综艺节目的崛起与文化由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
的转变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大陆地区文化的主导形式是精英文化。
精英文化注重思想深度，注重内容的教育性、严肃性，而比较忽视娱乐性。
20世纪80年代，大陆掀起了几度文化热、方法热，单就文学的发展来看，就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
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探索小说、实验戏剧和现代主义诗歌运动。
文学的主人公大多是精神受创伤和反思社会悲剧的知识分子，挺立潮头的改革英雄，上下求索追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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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根源的文化精英。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初，新写实主义文学兴起之后，文学塑造的中心人物才还原为
普通大众。
与这些文学潮流相呼应的是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文化界发生了几次文化大讨论，如20世
纪90年代初期，张炜、张承志掀起的波及广大、影响深远的人文精神大讨论。
有趣的是，这次文化大讨论似乎为20年代中国几次大规模的文化讨论划上了一个句号，精英文学的位
置从社会中心退居边缘，大众文化借助大众传播媒介的声势闪亮登场。
20世纪90年代报纸相继扩版，改版，推出周末版，娱乐版。
广播推出听众点播等多样的娱乐节目。
电视也在20世纪90年代媒体革命大潮中经历了一场大型的变革。
1990年中央电视台推出的《正大综艺》可以看做精英文化消退，大众文化勃兴在电视媒体上的表现。
这一天，也是中国电视娱乐化发展的分水岭。
        4综艺娱乐节目契合人类的游戏娱乐本性    电视娱乐节目的兴起和发展，从受众心理学角度分析，
在于它唤起了人类内心深处的“游戏情结”和娱乐本性。
游戏是人的天性。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来看，游戏在人类智力的开发和艺术发展中曾经起过积极作用。
作为一种人类的个体无意识积淀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从人的个体心理发展来看，不同时代、不同地域、阶层会有不同的游戏方式和内容，但每个人伴随着
欢快的游戏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代。
正是通过种种游戏，儿童学习竞争、妥协，个体发挥和相互配合，并发现客观世界的规则和社会对他
们的期望。
这种进取精神和对游戏规则和社会综合道德的掌握，是现代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在心理研究中发现，某些不太玩游戏的孩子，其智力发展相对迟缓，语言表达能力比较弱，与他人交
流沟通的能力也很差，缺乏竞争意识和合作精神。
因此，游戏对个体的人和人类整体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这种影响随着个人年纪增大而逐渐收敛，却作为一种“游戏情结”积淀于人的潜意识中。
电视游戏节目的出现，使人们直接参与电视游戏，重温童年时代的快乐和兴奋，体验游戏的紧张、刺
激、创造性、无法预期结局等奇妙感觉。
席勒说过：“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是完整的人。
”“人应该同美一起只是游戏，人应该只同美一起游戏。
”①        从另一方面来说，游戏为城市人提供了疏通一个宣泄心理重压的渠道。
人的心理是一个锅炉，由种种外在社会规则做成坚硬的外壳。
锅炉内部能量如果积压过多而得不到释放，终究会爆炸。
因此，必须找一个安全可靠的办法，时常把过多的心理能量疏通、排放出来，维持内心的平衡。
电视游戏节目的广泛性、大众性和参与性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健康宣泄的渠道。
现代的生活节奏快，压力大，使得这种宣泄十分必要和迫切。
叔本华说过“人生不过是一个钟摆，在痛苦、欢乐与无聊之间来回摆动”。
综艺节目就是这样一个调节“生活钟摆”的钥匙。
现代人终日生活在忙碌、竞争、恐惧不安之中，需要找另一个环境来呼吸、放松、休闲，让灵魂进入
无忧无虑的状态，然后再去迎接更多的挑战。
    5文艺的后现代性思潮渐渐“浮出水面”    从国际范围看，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闯入
文化界与艺术界，一向被视为神圣的艺术创造跌落为特殊的商业活动。
它用语言游戏来抹平深度，抹去历史意识，调侃人生。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化也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寻根派文学和先锋主义艺术流派为代表的反思社会历史的深刻性艺术创作活
动也随风而去。
王朔就多次宣称自己的创作是“码字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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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新写实主义已转向彻底的平民化。
先锋性的匮乏导致艺术创作在精神层面的贫瘠，只追求一种表面卜的感官娱乐。
商品经济的兴起加深了这种趋势。
    20世纪90年代初期定型的《正大综艺》中的游戏娱乐节目尚保留了较多的理性观察、分析、判断，
而20世纪90年代末兴起的《快乐大本营》则几乎只剩下肢体的狂欢和肆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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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张同道    观众不看电视台或电视频道，观众看的是电视节目。
    说到某电视台，人们最先想起的总是它的品牌节目，如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东方时空》
、《大风车》，北京电视台的《东芝动物乐园》、《环球影视》、《纪录》等。
    电视台最早播出的是单个节目，但这种没有秩序的节目往往给观众带来观看的不便：不知道什么时
候能看到什么节目。
于是，一些类型相似的节目安排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播出，逐渐形成电视栏目。
    电视栏目是电视节目的播出方式，定时、定量播出结构相同、风格相近、内容相关的电视节目，建
立电视台与受众的约会机制。
    在构成电视栏目的诸元素中，主持人是电视栏目的人格化代表，没有主持人的电视节目不是完整的
电视栏目。
    受众定位是电视栏目的核心定位，选题方式、结构形态、主持人、电视语言和包装风格等系列元素
都受观众定位节制。
    电视栏目不仅仅是电视节目播出方式，而且标志着电视从手工作坊发展为文化工业生产阶段，电视
节目制作与传播呈现出新特征：制作标准化、播出契约化、传播人格化。
明确地说，电视栏目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里的文化工业产品。
    电视频道如同土地，电视栏目则是粮食，没有粮食的土地是荒芜的。
电视栏目是电视频道的支柱产业，尤其品牌栏目不仅是经济支点，也是电视频道形象的塑造者。
因此，不管是专业频道还是综合频道，也不管制作与播出分离与否，品牌栏目是电视频道最重要的支
持元素——电视频道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电视栏目尤其是品牌栏目的竞争。
    美国电视理论中并没有电视栏目这个术语，它的电视节目统称TV program或TV show，前者是真实节
目如新闻、纪录片，后者带有表演性，如谈话节目、娱乐节目。
美国电视理论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体系，但栏目化播出也是目前普遍采用的方式，并且培育出不少
影响广泛的品牌栏目，如《60分钟》、《奥普拉访谈》等。
    中国电视从1985年开始推行栏目化，20世纪90年代实行栏目化播出，其问创造了许多品牌栏目，除
上述栏目外，还有《综艺大观》、《正大综艺》、《实话实说》、《新闻调查》、《夕阳红》（中央
电视台）、《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湖南卫视）、《非常男女》、《锵锵三人行》、《凤凰
早班车》（凤凰卫视）、《人生AB剧》（浙江卫视）、《智力大冲浪》（上海电视台）等。
这些电视栏目形成了中国电视总体的丰富与繁华。
    自1990年以来，综艺娱乐节目与新闻纪实节目几番争夺，而文化栏目、对象化栏目、生活服务性栏
目、体育栏目也获得空前发展，形成以新闻栏目和综艺栏目为中心的多元共生的栏目总体格局，布局
逐渐接近合理，其中综艺化与对象化成为电视栏目发展的主要趋势。
综艺化是顺应大众趣味的发展趋势，从服务性的红娘节目《今晚我们相识》到综艺化的《非常男女》
、《玫瑰之约》，从放眼国内国际大趋势的《新闻联播》到以播放国际政治人物的生活细节为主的《
国际嘹望》和专门报道娱乐新闻的《娱乐现场》，综艺化蔓延为一种时尚。
对象化是指为特定受众制作的电视栏目，原来的电视栏目大多对象宽泛，《当代工人》把几亿工人作
为自己的服务对象，理想过于宏大，而现代电视走向分众化，如中央台第二套节目逐渐实现专业化，
《证券时间》、《对话》等栏目开始寻找更为细腻的受众群。
    当然，中国电视栏目也存在一些误区。
    首先，电视栏目版图倾斜，商业气息浓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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