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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革 与 探 讨

电视新理念下的大众信息观
张 玮 抗文生

(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与传播学院 , 甘肃 兰州 730070)

1 电视传播的信宿大众性

“受众上帝”论是传播研究史上的一个进步,

它淘汰了“电视魔弹”论及“无冕皇帝”的媒体自居

认识, 使电视传播在 20 世纪末取得了巨大进步。

我国的电视, 有 13 亿受众、2400 多座电视

台、40 多万专业从业者。自 20 世纪末, 我国电视信

号基本覆盖全国地域并实现多频道面对海外播

出。如今, 我国电视受众群体庞大, 可居世界第一,

信息海量, 包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

以及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电视节目总时量超

过自然时量 N 倍的终端机上, 选择并获得个人所

需的各种信息, 业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

成部分。

除了主流电视媒体外, 随着科技的进步, 电

视在民间也进一步普及化, 如教育电视应用、民众

DV 普及、大众网络电视交流、移动电视的出现

⋯⋯这种民众性电视, 其信息传播内容更加广泛,

信宿面巨大且与主流媒体相更叠。

从电视上获得信息, 是信息化社会的重要标

志之一。通过电视信息渠道, 人们均可以作为“信

宿”和“受众”, 无技术界面地、主动地坐享社会与

大千世界的无限认知, 从而转换为个人价值判断

与社会动能, 这也正是民众在诸多媒体中把电视

作为信息获得的首选原因所在。据统计, 从电视媒

体获得信息, 占民众媒介信息源选择的 60%以上,

足见电视传播功能之一斑。

电视是大众的。这是说, 大众是电视的终极归

宿, 大众对电视的接受性、选择性与感受性, 决定了

传播理论的“受众上帝”论之定位、取向和目标。电

视是受众完成的, 受众决定了媒体与受众、媒体与

媒体、受众与受众的多重关系与发展层位。大众信

宿造就了电视, 这是一个时代的传播学象征。

电视的进步, 不仅取决于科技的进步, 更重

要的是对“受众”认识层面上的进步。受众拥戴电

视, 电视才有生命。电视的世界, 世界的电视———

电视是无数受众海洋中承载的一条驶向未来的巨

轮。

2 电视传播的信源大众性

“受众上帝”论是一个不完整的理论, 仅仅把

社会民众当作“受众”, 是对他们信息权的部分剥

夺。受众也是信源, 即便在媒体中, 也不能把民众

当“哑巴”。还民众信源性就是还信息的本质性以

及还电视信息传播的完整理性。

如果在传播研究中仅仅把大众作为“信宿”

去进行性质与数量的探讨, 这显然是肤浅的。因为

在信息传播的循环链条中, 信源必须源自社会大

众而不是媒体自生。

信息是社会大众在社会生活形态、意识形态

以及与之自然的关系中发生的, 媒体人虽然也是

其中的一部分, 但在海量信息中, 其占有量可谓微

乎其微。而真正的、大量的、生动的信息“富矿”却

蕴藉在大众和社会中, 需要媒体及媒体人身体力

行地去勘寻、提炼、加工、展示。从这个意义上说,

电视媒体可能更像一个忙碌存储的仓库, 而丰富

博大的信息、信源却广散于大众沃野。

然而, 人们总是习惯地把总和的信息概念冠

之于媒体与电视, 君不知, 如果没有大众信源, 电

视将面临无米之炊。

在电视与新媒体并行的时代, 从信道上分

析, 电视虽有绝对优势的信宿受众群体, 但通过电

视上行发布信息的( 知识型人群抽样调查) 却只占

4.3%, 而网终却占 65.7%, 报纸占 16.2%, 可以看

出, 电视以大众作为信息单向输出的传播方式, 在

大众信源上确是十分单薄的, 且不论媒体人的意

愿如何, 单就信息的流动性本质与人本化观念, 电

视终究露出了它残缺的一面, 这个残缺, 足可以让

电视在信息交互的大众信息发展时代逐渐陷入传

播的劣势。

在数字化时代, 信息的多元性和媒体传播的

多样性对电视无疑是一个挑战, 失去大众性信源,

信息可能就会干涸, 可能就会失去流动, 可能就会

失去人性对媒体的亲和。所以有人说, 第三代媒体

因技术与信源大众性必将取代第二代媒体。

电视人当然不赞成这种对立比较的研究, 因

为毕竟电视的所有优势并不一定都已是昨日黄

花, 如信息的权威性、信息的集中性、信息的传播

覆盖率以及媒体资源优势等。但是, 在信息的互动

性、信息的多元性与草根性、信息获得的自由性、

信息传播上行交换中, 电视确实需要有更多的补

进。其中, 电视不能坐失大众信源, 就是一个亟待

认识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研究大众、研究大众信源、研究新媒体形态

并将其融合于电视, 这是电视生存在发展的必由

之路。

3 电视与新媒体传播的互补与融合

电视要发展, 就要纳入新理念。在信息时代,

每个人都是信息的主宰, 电视要向大众信源融合、

向新媒体融合, 才会有更加广阔的未来空间。

传统电视以大众作为单向传输的受众信宿,

在新传播理论条件下的问题是十分凸显的: 一是

完整的传播概念不以信息单向流径而成立; 二是

把大众信宿作为静态事物的观念本身有误; 三是

信息若在媒体传播中失去交换与互动, 将永远不

可能人本化。

传统电视及其传播理论的缺陷在新媒体时

代愈来愈显突出, 因此, 电视与新媒体的互补相融

也就愈来愈显迫切一个崭新的电视传播理念也在

逐渐形成。

首先, 从信息整体观来讲, 无论怎样, 社会受

众都占有主导地位而不再是设备资源占有优势的

媒体眼中的静物。其次, 信息不再单向流归大众

“信宿”而是大众信源主宰媒体。另外, 信息是在动

态循环过程中实现其社会价值的。因此, 大众不可

能永远是“信息靶子”, 而必然还原新传播理论的

本质———人、主人、有信源话语的主人。

既然大众主宰电视, 那么电视研究也就不单

是从受众角度探讨如何选择、观看、接受电视单向

传送给他们的节目, 以至从这一角度研究节目如

何提高, 研究受众如何评判、监督、反馈电视信息

价值及其优劣。更新的内容是, 在信息时代, 大众

在普及计算机、网络、DV 等一系列个人媒体资源

后, 越来越多的大众早已不是单一“受众”, 他们中

更多的人已经把角色置换为信源的始发者、媒体

参与者或有一定能力的信息加工者。因此, 大众信

源论才是电视信息的质核。大众的信息交换变化

着“受众”的信息角色, 而信息的流动才真正转换

为社会价值并推动社会发展。

从大众当“靶子”到“受众上帝”论再到大众信

源本体论, 这是现代传播观念上的一次次跃升。因

此, 电视传播媒体( 尤其是官方媒体) 在新媒体时

代要做好两手准备, 一是丢掉“媒体老大”的观念,

彻底改变信息“占道行驶”的做法, 迅速接纳大众

信源, 开发大众信源富矿, 使大众信息传播真正成

为信息社会主构; 二是利用媒体资源, 做好接收信

息、加工信息、传播信息的服务性工作。而要做好

这两点, 重在转变观念与姿态。

电视与新媒体的融合, 预示着一个电视发展

新阶段的到来。现今条件下, 电视不但完全可以将

卫星电视、数字电视新技术与之诸多新媒体相互

取补, 如网络电视、移动电视等, 而且还可以在信

息方面开发出更多大众信息的上行条件, 使电视

真正实现传统理论前所未涉的传播交互化、对象

分众化、内容民生化、方式移动化等。

当然 , 我们已经欣喜地看到, 目前的电视已

经实现着电视与网络的互融、数字节目的制作与

受众选择、大众 DV 节目的上行纳入、传播功能上

的部分信息交互、区域及行业电视的分众化、小众

化传播⋯⋯与此同时, 数十万电视人也在快速地

适应着电视与新媒体结合的全新工作方式, 将自

己纳入到与大众的无界面状态。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 在电视新理念中, 只有

将信宿大众与信源大众在新媒体条件下同时纳入

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范畴, 电视才会以时代姿态开

拓出一个更加广阔的未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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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视的发展使得大众传播研究出现了许多新的课题 , 其中 , 在新媒体时代 , 如何认识信宿受众与信源大众的信息传播角色置换 , 可能关

系着电视人的工作理念和实践方法 , 也蕴藉着时代电视发展的未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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