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媒介生態多樣視角中的內地電視文化節目 

 

新的媒介時代，中國內地媒介生態環境無論是在受眾形態、媒介制度、政策環境，還是

在行業業態、廣告環境等諸方面均發生巨變，作為電視媒介生態的重要組成部分，電視文化

節目整體地位、傳播形態、社會功能等必隨之而變。 

 

長期以來，內地電視文化節目在與其他節目類型的碰撞交融中，總體發展呈漸趨式微之

勢，特別是在泛娛樂化大潮中，更有求偏安於躁動的電視生態圈一隅而不

得的無奈，從央視《讀書時間》停播到陽光衛視“人文歷史”立台標準鬆

動，凡此種種，電視文化節目生存之艱難可見一斑。不過與此同時，諸如

央視《百家講壇》、《舌尖上的中國》及北

京衛視《這裡是北京》等具有鮮明文化特

質的電視節目雖似草蛇灰線，又如涓涓細

流，滋養著電視文化節目不息之脈，及至

新近河南衛視《漢字英雄》、央視《中國漢字聽寫大會》等

節目廣受關注，似又昭示出電視文化節目極具前景的勃勃生

機。 

 

近日研讀河南電視臺王少春先生主編《傳承 · 創新 · 探索 — 省級衛視傳播地方傳統

文化的調查與思考》一書，該書基於當下媒介生態環境中娛樂節目至上、上星頻道同質競爭

嚴重等問題，立足河南衛視“文化衛視，傳承文明”的定位，對當今中國電視文化節目類型、

模式及發展前景進行系統梳理，引發出對當今媒介生態環境中電視文化節目社會價值實現的

一些思考。 

 

內地電視文化節目的獨特定位 

 

文化是人類所創造的一切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總和，其概念的寬泛性導致對以“文化”

為主要傳播內容的電視文化節目似也難以界定。廣義上講，所有電視節目都是包含了電視工

作者智慧結晶的文化產品，都具有文化屬性。不過，在內地電視界，由於始終將電視文化節

目看作電視文藝節目中的一個類型，歷來強調電視文化節目的社會功能，故而更傾向於從傳

播價值實現的角度對其進行更精準的界定。 

 

回溯歷史，基於電視傳播主要具備新聞傳播、社會教育、文化娛樂、資訊服務四種社會

功能，內地電視界從電視事業誕生之初就把電視節目分為電視新聞節目、電視社教節目、電

視文藝節目和資訊服務節目四大類，而電視文藝節目則又可細分為電視文化節目和電視綜藝、

電視娛樂節目三類，根據此種分類體系，中國電視文化節目所指為與電視綜藝節目及電視娛

樂節目相對，以文化性內容為主，以傳播人文精神和社會文明、傳承傳統文化精華為主體訴

求的電視文藝節目。 

 



對中國電視事業近六十年的發展歷程略作回顧即可發現，電視文藝節目中的電視綜藝節

目曾獨領風騷數十載，電視娛樂節目的熱潮則方興未艾，而面對中國電視發展將滿一甲子的

歷史性輪回，沉寂已久的電視文化節目當何有所作為？ 

 

內地特有電視媒介生態中的電視文化節目 

 

生態學中一個基本概念叫做生態位，美國生態學家奧杜姆將生態位定義為“一個生物在

群落和生態系統中的位置和狀況”，“一種生物的生態位不僅決定它生活在什麼地方，而且

決定它該幹什麼”，1而媒介生態學將媒介及其所處社會類比為一個生物圈，利用生物系統

作為參照分析理解媒介及其生態環境，內地學者邵培仁先生指出“媒介生態位元，即任何一

種媒介都必然有其特殊的時空上的位置和狀況，以及有其特殊的生存與發展的土壤和條件，

又及它在這一狀態下的特有行為和作用。”2縱觀整個媒介生態系統可見，作為電視生態系

統中的重要“物種”，電視文化節目的基本生態位3可謂得天獨厚。 

 

首先，電視文化節目在媒介整體生態中不可或缺。如英國詩人艾略特所言，文化涵蓋一

個民族全部生活方式，從出生到走進墳墓，從清早到夜晚，甚至在睡夢之中，文化的印跡無

處不有，若沿用法國思想家布林迪厄研究文化所借用的“慣習”一詞，在某種意義上文化即

表現為人類在長期社會生活經驗中累積成的慣習，這種慣習深刻地影響人類社會文化活動，

當其與電視傳播緊密互動成為以文化性內容為主的電視文化節目，這類節目自然應具備廣泛

的受眾基礎，應能與觀眾迅速建立起心理深處持久的親近和共鳴。 

 

其次，電視文化節目繁榮是媒介生態系統完善的必然選擇。電視文化節目的數量、品質

影響甚至決定媒介的社會影響力和社會公信力，決定媒介社會功能的實現。美國政治學家拉

斯韋爾將大眾傳播的基本功能概括為環境監測、社會協調和社會遺產傳承，社會遺產傳承功

能有助於保持文化體系的一致性和標準化，而電視作為具有廣泛影響的大眾傳播媒介，必須

擔負文化傳承的義務和使命。同時，電視文化節目繁榮也是保持電視媒介生態物種多樣性、

實現媒介生態平衡的重要保障。為實現媒介生態的平衡，正常優質的媒介環境中文化類內容

不可或缺，因為根據“待遇平等的多元性原則，媒介提供的內容差異性應該和內容消息來源

的差異性或者接受者的差異性大體相符”4，一個媒介系統提供內容的越多樣，其生態環境

越平衡，內在結構關係越平等，尤其當電視娛樂節目因戶外“真人秀”樣態的火熱而漸呈鮮

花著錦之態的今天，給予電視文化節目足夠關注，當為內地電視生態的整體平衡提供重要的

可能性選擇。 

 

再有，重視電視文化節目也是社會生態系統演進的現實需求。媒介生態學強調以整體生

態觀看待研究物件，媒介體系首先是完整社會系統的組成部分，媒介生態的完善與社會生態

的演進密切相關，內地電視文化節目能否興盛歸根結底並不取決於電視機構或媒介從業者的

奇思妙想，更取決於現實的社會需求。 

 

當前內地電視文化節目受到關注，一則基於政治生態系統的需要，內地傳統媒體與政治

系統間往往存在緊密聯繫，世界範圍內諸如法國、韓國、加拿大等許多國家都制定了系統完

善的法律和政策積極扶植本土文化產業，中國政府也愈益意識到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

性，從國家層面大力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繁榮，鑒於文化類媒介產品在知識傳播、觀念傳達、

                                                             
1
 轉引自《普通生態學》（上冊），尚玉昌、蔡曉明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283 頁。 

2 《媒介生態學》，邵培仁等著，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8 年，72 頁。 
3
 基本生態位是物種在實驗室條件下的生態位，在這種環境中不存在捕食者和競爭關係，特指一個物種依

據自身特質所具有的在某個環境中存活的可能性。 
4
 《麥奎爾大眾傳播理論》，鄧尼斯·麥奎爾著，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 年，143 頁。 



文化傳承、思想塑造等方面的天然優勢，其越來越受到社會政治體系的關注，近年來，政府

管理部門已將對文化產業的重視轉化成為對文化類產品的各類扶持政策及多方位的扶植計

畫，如加大紀錄片在衛視的播出比例、限制娛樂節目和選秀節目在黃金時段的播出等等，政

治體系在政策、資金、人才乃至法律法規等方面的傾斜將愈益促進電視文化節目的發展。 

 

此外，內地電視文化節目會受到關注也基於經濟、受眾等多生態系統的需要，經濟發展、

教育普及、城市化進程加速、受眾媒介文化和媒介素養提高、新媒體時代節目細分化程度不

斷加深、電視觀眾對更高水準節目內容和更多樣化節目形態有更多需求，這些均為電視文化

節目的繁榮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 

 

電視文化節目的基本生態位雖然得天獨厚，但現實情況是當前內地電視文化節目在電視

媒介生態環境中的現實生態位5委實令人堪憂。王少春先生針對內地省級衛視平臺涉及地方

傳統文化的電視欄目進行的全面調研結果顯示，傳統文化類電視欄目在省級衛視平臺的分佈

呈現“三少三多”的局面，即東部發達省份分佈少，中西部、少數民族地區分佈多，一線陣

營衛視分佈少，二、三線陣營衛視分佈多，在黃金時段播出的分佈少，在非黃金時段播出的

分佈多。6傳統文化電視欄目在省級衛視平臺整體分佈的情況相當典型，映射出電視文化節

目在當前電視媒介生態中居於絕對弱勢的尷尬地位。 

 

當前電視媒介生態中，內地電視文化節目基本生態位元與現實生態位間落差之大極不合

理，出現這種狀況，固然可以歸結為電視文化節目自身的問題，總體來看內地電視文化節目

長期以來確實創作觀念比較狹窄，表達方式缺乏創新，其主導思想囿于對主流精英文化的淺

層次傳達與宣教式引導，希望以此與主流精英產生思想共鳴卻在傳播伊始就切斷了與受眾現

實生活及內心感受的真切聯繫，其結果難免造成節目內容生硬晦澀，傳播效果乏善可陳，但

這並不是根本原因，否則很難解釋像以央視《美術星空》、《讀書時間》為代表的一批文化品

位、人文情懷和美譽度兼備的電視文化節目，何以在二十一世紀初更寬鬆的電視媒介生態中

已受困於收視資料而早早被淘汰？ 

 

實際上，電視文化節目基本生態位元與現實生態位存在落差，歸根結底是內地電視媒介

生態中強勢物種日趨單一，且單一物種同質化競爭又日趨惡化的結果。內地電視節目競爭的

同質化特徵從沒有像今天這樣明顯，電視機構無論影響力大小、實力強弱，都將注意力集中

到明星秀、真人選秀、歌唱比賽等最大限度滿足觀眾感官愉悅的娛樂節目上，而每檔火爆的

節目又都能迎來摩肩接踵的模仿者，有《爸爸去哪兒》就有《爸爸回來了》，有《非誠勿擾》

就有《非常完美》，有《花兒與少年》就有《花

樣爺爺》……且不論這些越來越多移植自海外的

“外來物種”在與本地物種嫁接的過程中會造

成什麼樣的影響，至少必須引起警惕的是，目前

內地電視業無論怎樣激烈的競爭實質上都是電

視娛樂節目的競爭，電視機構把越來越多精力投

入娛樂節目的研發和製作當中以應對越來越高

強度的媒介競爭，實際上是以不斷犧牲電視文化

節目等弱勢物種的生態價值為代價的。 

 

生態學理論認為，某一物種過量繁殖必然造成對生態系統的整體破壞，物種生態位的重

                                                             
5
 現實生態位與基本生態位不同之處在於其著重考慮物種與生物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強調其在自然界中

物種真實存在的生態位。 
6
 《傳承·創新·探索 — 省級衛視傳播地方傳統文化的調查與思考》，王少春主編，中國廣播影視出版社，

2014 年，49 頁。 



疊則造成對資源的惡性爭奪，此時生態系統所能做的，只有及時豐富物種種類，迅速進行物

種生態位調節和細分。那麼，置於當下中國紛繁複雜的媒介生態中，電視文化節目出路何在？ 

 

從當前內地媒介生態中看電視文化節目的生態定位 

 

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同樣是媒介生態定位必須遵循的基本規律。在內地競

爭日益激烈的媒介生態中，電視文化節目如何順應媒介環境，強化傳播效果和社會功能，實

現自我繁榮？這都要求電視文化節目基於其在整體媒介生態中的生態位元進行深入分析，在

此基礎上尋求電視文化節目精准的生態定位。 

 

首先，電視文化節目的生態定位應強調生態位細分。強調生態位元細分，重點在於強調

與電視娛樂節目等強勢物種競爭時，電視文化節目應注意找准差異化的定位。電視娛樂節目

同質化的惡性競爭容易引發觀眾收視疲勞，甚至產生抵觸心理，而內容豐富、品味獨特的電

視文化節目相對而言更易引發特定觀眾群體持久的收視興趣。河南衛視多檔電視文化節目就

都成為口碑好、壽命長的衛視節目常青樹，其中戲曲類欄目《梨園春》播出超過二十年，武

術類欄目《武林風》和鑒寶類欄目《華豫之門》播出也超過十年，這類節目作為河南衛視品

牌形象的符號化元素，在電視節目雖“日新月異”然多“曇花一現”的今天，彌足珍貴。這

些節目的持久性主要來源於特定的受眾群體，這類細分化的受眾絕對數量或許不大，但具有

極強的穩定性，它們形成的長尾效應助力電視文化節目鞏固其在複雜的電視媒介生態中的基

本盤，為電視文化節目潛力的進一步挖掘提供了立足之本。 

 

其次，電視文化節目的生態定位應注重生態位創新。物種的生態位始終處於與生態圈其

他物種相互作用而動態調整的狀態，“物種生態位元的位置和狀況決定於該生物的形態適應，

生理反應和特有的行為”7，物種的更新進化能力決定了種群能否留存，尤其是處於新媒介

環境下的電視文化節目，其生態定位不可能一成不變，生態環境越複雜，競爭越激烈，電視

文化節目越要注重生態位元創新，電視文化節目的更新進化離不開內容和形式的不斷創新，

像湖南衛視《天天向上》欄目在文化性內容的傳播上就大膽突破文化節目死板枯燥、生澀難

懂的刻板印象，將多種娛樂元素融入文化性內涵述求，讓這檔混搭的電視節目實現“寓教於

樂”的傳播效果，而近來電視文化節目也越來越注重表現形式上的創新，如《漢字英雄》開

發獨具特色的十三宮舞臺、北京衛視《檔案》節目講求與敘事內容密切結合的演播室舞臺美

術設計，等等。 

 

再有，電視文化節目的生態定位須立足生態位整合。媒介生態位元整合是指多個媒介種

群依據同中心的相關度進行重新組合，合理改進，甚至納入其他媒介種群，將主要資源和能

量進行最優化的集中以增強競爭力。新的媒體時代有利於電視文化節目拓展出新的傳播空間，

傳統電視媒介生態中文化節目難以克服的傳播障礙可能微不足道，比如對於電視傳播而言簡

單甚至枯燥的文化性內容在網路傳播中卻可能大行其道，典型的如“TED 公開課”等依託最

簡單演講、授課方式完成的節目，就因滿足了網路傳播的非線性和強選擇性優勢而廣受歡

迎。 

 

同時，在多屏融合的時代，電視文化節目的

傳播必須考慮適應融媒體的生態環境，進行立體

化的節目運營，比如《漢字英雄》從策劃之初就

與視頻網站愛奇藝進行台網聯動的嘗試，整合雙

方資訊、平臺和人員資源，在節目開發、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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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注 1。 



行銷、推廣、發行等各環節進行深度合作，從電視播出平臺表現看《漢字英雄》成績不俗，

初賽階段收視趕超許多老牌綜藝節目，複賽階段收視率一度居於省級衛視三甲之列8，該節

目在網路、手機、平板電腦、App 等視頻終端中也收穫了眾多粉絲和超高關注。 

 

電視文化節目生態位元整合要求電視從業者從媒介全生態鏈的角度出發，結合融媒體時

代媒介生態特徵進行電視節目的立體運營，也為電視文化節目如何融入全新的媒體生態開闢

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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