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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传媒语境下电视新闻节目的时空观 

姚必鲜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文史系，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２０５）

［摘　要］信息传播技术革命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公众时空观的变化，这构成了学术
界和业界一直关注的新传媒生态的根本话题。以电视新闻节目为研究的具体对象，从新媒介语境下时空观的变化入手，并

以电视新闻报道节目的实践为参考，从理论而后实践的维度系统地考察了新传媒语境下时空观对电视新闻节目产生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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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生活在一个迅速变革的时代：各种飞速变
革的新传播技术、新传播理念都深深地刻上了时代

的痕迹。无论北美环境学派的观点有多么的乐观，

以新媒体为代表的传播技术涌动的潮水必然会将

那些不思进取的旧有媒介形态打入历史的漩涡。

这给我们的启迪是———媒介要生存，不能仅仅被动

地依赖于旧有媒介的施舍和怜悯———以技术的开

放性来赋予旧有媒体一种新的生存契机，而我们要

做的就是主动地改变被新技术日益渗透甚至是颠

覆的旧有传播模式，尝试大胆的改造，迎合并助推

新传媒生态所带来的一切变化。对于电视新闻节

目而言，尤其如此。

　　一　媒介生态的定义与再定义

人类所创造的新科学与新技术正以极不安分

的方式改变着我们生活的世界，也改变着那些一贯

秉承新闻专业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学术界对新传

媒生态的谈论自北美多伦多环境学派开始至今，一

直没有停止过他们观念和理论更新的脚步，但技术

的变化仿佛是难以捉摸的，在人类以裂变的速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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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技术、生产信息、传播观念的同时，研究者必须要

再度审视我们所面临的时空观，审视电视新闻节目

的生存状况。“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幻想变成现实的

同时，人类不得不时时地重新调整、定义‘时间’、

‘空间’和‘世界’的概念。因为这早已不仅仅只是

宇宙物理学的任务，它已经波及人类生活的各个层

面，并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本体论的地位”。［１］既然

时空甚至是世界的概念都需要重新定义和再度审

视，我们具化到媒介生态或者电视新闻节目的媒介

生态这一概念时，充分动用一切既有的理论成果对

那些作为新技术受益者或“受害者”（指那些在技

术上不能主动迎接挑战的保守派）面临的使命与挑

战进行分析就非常有必要。

时空观的改变，根源主要有两个维度：第一个

维度是价值的，即对缩短新闻发生的时间点与再现

新闻事实的时间差的强烈需求，以及公众对最大程

度上还原新闻真实性的需求；第二个维度是技术

的，即从历史和技术变迁的角度来说，每一轮的技

术革命都是以最大程度上增强信息的质量、加大信

息的容量、拓展信息覆盖的时空限度为首要的评价

标准。网络媒体的出现便是这几个需求综合影响

的结果。新媒体技术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一种新的

传播技术的诞生都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旧有的

传播技术，并对其施加一种压力以确保旧有的媒介

能够找到其相对的优势。换句话说，一旦旧有的媒

介技术不能依靠这种对比来获得自身的比较优势，

那么这种媒体技术可能就永远的进入了历史，从而

淡出人们的视野。

因此，文中所谈及的媒介生态的再定义，就是

以新的时空观来阐释电视新闻节目所面临的新的

生存环境，以及这些生存环境对电视新闻节目带来

的威胁或者机遇。

　　二　媒介生态与电视新闻节目

媒介技术带来的时空观的变化已经影响到了

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利用的所有的媒介形态，包括至

今依然享有主流地位的电视媒体以及电视新闻节

目。新的媒介生态也即是我们所论及的时空观，对

电视新闻节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的变化：

首先，从时间的角度来讲，我们对媒体这一人

类了解外在世界的“中介物”的角色的把握和认知

已经有了更高的要求，公众对其以支付信息购买的

费用和注意力的方式获得的信息已经有了更高的

要求。这就是时间观层面在媒介呈现信息过程中

的新诉求。新闻事件发生后，媒体会迅速打响第一

时间报道新闻事件的争夺战，以缩小新闻事件发生

与媒体报道两者之间的时间差。无疑，电视新闻报

道在这个方面很难与以微博等为代表的新媒体进

行抗衡，是故，人们更倾向于通过网络这种覆盖面

更广、几乎是零时差、但是碎片化的方式在第一时

间了解第一现场。这种尽可能缩短时间差的压力

迫使电视新闻节目不得不做出调整和改革，以方便

其能够在新媒体崛起的间隙找到自己的生存和价

值路径。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９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下发《关于在新闻网站

核发新闻记者证的通知》，通知要求在全国新闻网

站正式推行新闻记者证制度。全国范围内的新闻

网站采编人员由此正式纳入统一管理。首批实施

范围是经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批准的且取得互

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一类资质并符合条件的新

闻网站。据《新京报》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３０日报道，一
类资质新闻网站包括中央地方重点新闻网站、全国

性行业新闻网站等，数据显示，我国目前一类资质

新闻网站数量逾２００家。此前，已有人民网、新华
网等 ６家网站试点发放记者证。２０１５年 １１月 ６
日，来自１４家中央主要新闻网站的５９４名记者通
过审核，获得颁发我国首批新闻网站记者证。首批

获得颁发记者证的网站有 １４家中央主要新闻网
站，包括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国际在线、中国日

报网、中国网络电视台、中国青年网、中国经济网、

中国台湾网、中国西藏网、光明网、中国广播网、中

国新闻网、中青在线。这一系列强有力的举措不断

传递出同样的信息，即政府已经将网络媒体纳入到

新闻媒体管理的范畴，赋予了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

同样的新闻采访权。

新媒体已然崛起，电视媒体的生存空间更为逼

仄，作为电视媒体的话语权体现者即电视新闻节

目，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严重挑战。１９８０年６月，美
国人特德·特纳创办了ＣＮＮ，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前三个月一直亏损；但是１９８１年的一次偶发事
件，不仅让ＣＮＮ扭亏为盈，并且引发了一场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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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传媒行业的技术革新和报道理念的嬗变。

１９８１年，上任仅７０天的美国总统里根在希尔顿饭
店演讲，返程遭遇刺客袭击。ＣＮＮ获知此消息后，
马上停下所有报道，将此次新闻作为特大事件进行

连续不断的专题报道，这一行动比其他广播网早了

两分钟，比电视网早了四分钟，ＣＮＮ因此而打了一
个漂亮的时间差，以至于在后来的追踪报道过程

中，全美各州乃至地方电视台的里根遇刺事件报道

都需要从ＣＮＮ这里获取第一手新闻资料，有的干
脆就直接转播 ＣＮＮ的电视节目。从某种程度上
说，时间，就是新闻的生命力。电视直播新闻节目

刚刚兴起的时候，曾经以强大的时间效应打败了它

的竞争对手如杂志、报纸等传统纸媒，又以声画结

合的多方位审美刺激打败了它的老对手广播。但

是，不可否认的是，和网络新闻、微博等自媒体推送

相比，电视新闻节目除了在制作上、画面和音效上

更为精良之外，它的即时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互动

性，应对舆情变化的灵活性等，都远远落后于新

媒体。

其次，从空间的角度来讲，媒介作为一种建构

和再度呈现新闻事件的中介物，实际上扮演的是

“空间呈现”的角色，即媒介将另外一个空间发生的

事情传输到公众所在那一个空间，实现空间的交

叉。无疑，在今天，人们更倾向于一种“足不出户”

而知天下的信息获取方式，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

胜千里之外。从获取信息这个意义上来说，电视、

报纸、广播乃至网络或手机都能实现这个功能；但

在空间的呈现上，或许只有网络这一平台能够即时

地告知公众，在另外一个空间正在发生着哪一些有

趣的新闻、世界正在如何风云变幻。相比之下，电

视新闻节目的即时性却显得捉襟见肘。这也日益

成为电视新闻报道节目所面临的一个新的压力和

挑战。

电视新闻节目从信息采集、节目制作到播出之

间，无法做到与事件完全同步。即便是电视直播节

目，也会因为庞大的电视直播设备和新闻采访人员

以及后期制作团队的加入，从而在有形无形中改写

新闻事件的走向和新闻人物的命运，但是在网络时

代，一个拥有高清晰像素和高保真录音功能的手机

便能实现所有的新闻采集和传输的功能，中途还不

会加入任何后期制作，完全实现原生态无剪辑无加

工的同步实时直播。

更何况，我国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延续至今的电

视台分级制度，从中央电视台、省级卫视、省市级地

面电视台、再到各厂矿校区的闭路电视，基本上已

经形成了分块而治的新闻制作和播出的传统生态

格局。如中央电视台可以采集全国范围内的新闻，

省级卫视主要报道该省范围内发生的大小事件，地

面电视台更加不会越雷池半步，否则就涉嫌越界采

访，可能会引发一些不大不小的矛盾，至于那些处

于电视传媒底层的厂矿电视台和校园电视台，它们

的电视新闻节目基本上局限于自辖区域的传播需

求和效果，从新闻的地缘性和接近性来讲，它们获

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但是远远无法满足大受众的

传播需求。从空间维度观照，对于那些急于了解外

部世界、渴望每天获取外部信息、了解全世界各领

域发展动态的人们来说，电视媒体和电视新闻节目

的空间局限性实在是束缚太多，无法实现观杯水而

知天下的基本愿望。

第三，从人的主体性角度来说，媒介的发展及

变迁和革命都是源于人们对外部世界知识的了解

的一种需求的变革。自从启蒙运动之后，人们完成

了祛魅的过程，要求将人本身和人的理性当做最高

的存在之物，这就使得人们掌握外部世界的知识成

为其自身确立主体地位的重要力量。媒介所传播

的信息都为了建构人的主体性，掌握外部世界的所

有变化及其规律。无疑，从这个角度上说，能够赋

予公众最大自由的媒介才是人类理想中的媒介，比

如微博，它是公众不经过别人的诱导而自由表达自

己观点的平台，与此相比，电视则是单向度的传播，

它不以公开的辩论为方式，不以丰富且海量的可供

公众随意获取的信息为首要卖点。因此，从充分发

挥公众主体性的角度来说，网络媒体的自由度是最

高的，电视新闻节目依然只是一个将公众当作议题

设置对象的工具。

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２日，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
金在新浪网站开通微博，并用英语写下了自己对网

民的第一声问候，然后简单回顾了自己和中国的渊

源。这条微博发出后，迅速引发网民围观，霍金先

生的微博粉丝量因此而激增，１小时内达到了 ３０
万，８小时后超过了１２７万，这条微博的评论和转发
量也超过了２０万条次。在众多的回复中，除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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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欢迎霍金先生的到来之外，网友们还纷纷咨询

“外星人”“黑洞”等专业物理问题。在一个传播技

术飞速发展的网络时代，大家对于新鲜事物的关注

度和好奇心，已经大大超过了传统媒体所能到达的

高度、深度和广度。网络使得各个层次的受众都能

找到各自相对专业的阵营，而且都能在此阵营内获

得长足的滋养与进步，同时满足自由表达与自身发

展的需要，而电视新闻节目由于在策划伊始就已经

根据市场调研设定好受众范围和传播形式以及传

播渠道，此后的新闻选题和播出内容相对固化，无

法依时依势而变，在题材的广泛性、专业性、传者与

受者的互动性上有着先天的不足和后天难以弥补

的缺陷。

　　三　电视新闻节目的新生态适应

若单纯的以信息传播在即时性和信息获取的

便利性相比，电视在新媒体面前仿佛已经一败涂

地。但时空观的改变并非一味的将电视媒体挤压

到不能脱身的五指山下。但自媒体的竞争策略却

是碎片化的，人们利用作息、排队、休闲的间隙浏览

网页，获取对最新事件的报道的同时，却同时陷入

了因网络传播碎片化所带来的恐慌，这种恐慌是人

们对碎片化呈现时由于信息的琐碎、一闪而过、片

面性所导致的，媒体的超链接虽然呈现了一个百科

全书式的信息还原姿态，却不能建构起对一个事件

最详尽的解读，尤其是当各种观点、信息都以海量

化的姿态呈现时，我们如何辨别有效的信息，如何

识别重要的信息就显得力不从心。而这，正是电视

新闻节目的一个良好的生存契机。从某种意义上

说，电视充当了对碎片化信息进行整合的角色，电

视新闻节目成为网络信息的把关人和解说员，以良

好的信息整合、过滤机制呈献给公众，以消解公众

因为碎片化阅读而产生的恐慌感和无力感。

人们对媒介的时空观的变化源于人们在社会

实践中的时空观的变化，快节奏的生活赋予了将时

间当成财富的观念。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人们秉

持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即事件的发生和新闻报道两

者之间的差距为零才是我们所真正需要的报道方

式。但这种观念只是基于我们对信息时效性这一

个维度的考察，在快节奏的时空观中，从另一个角

度上讲，公众也需要一个调适、沉淀、消化他们所获

取的信息的过程。这就为电视这种单向度的传输

方式的存在提供了很好的支持———电视不仅是网

络信息的过滤器，更是沉淀器和反思者，它以替代

公众反思和沉淀的方式为自己的生存赢得了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介的单向度传输并非十恶不

赦，而是充当了微博这种高度交互性媒体的必要

“他者”。公众需要借助新媒体这种开放性的平台

进行公开的讨论，但也需要电视这种单向度的平台

获得他们进行讨论时所针对的话题。因此，电视和

网络成为一个互补关系，而公众在新的时空观或新

的传媒生态下，就因这种互补关系而成了“全媒体”

且能“与时俱进”的人。

２０１５年３月２日开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对
全国“两会”进行了“全天候”、“开放式”、“时时互

动”的电视直播。节目利用自身优势，专访了多位

省部级领导和与会代表，并且对新政新规、老百姓

关注的热点问题等进行了高屋建瓴的解读，还多次

集结国内最高端的专家学者对新形势新常态进行

专题讨论，这一系列新闻报道对于凝聚民心、鼓舞

士气、维护社会和谐、引领舆情方面起到了新媒体

无法比拟的积极作用。３月１５日上午，两会结束，
总理记者招待会电视直播正式开始，记者紧锣密鼓

地提问，总理举重若轻对答如流，中央电视台调集

精兵强将将这次记者招待会全程进行实时直播，整

个过程中电视画面清晰流畅，多机位切换毫无瑕

疵，节目外还伴随有精准独到的专家点评，直播现

场可谓高潮迭起。

来自人民网舆情频道《＜２０１５年两会总理答
记者问＞网端和电视端分析报告》的数据显示，［２］

这一次的电视直播首播，央视一套和新闻频道的电

视播放端收视率突破了一个点，市场份额总和突破

９％；与此同时，各省级卫视和省市地面频道也在同
步转播。可以说在３月１５日上午，神州大地上万
人空巷收看了这次电视新闻直播节目。历年的两

会直播，不仅有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组织员工集体收

看，也有老百姓个体自觉自发地准时守候并收看节

目，同时各大门户网站也都对央视直播和相关新闻

节目进行了实况转播，实现了以传统电视新闻媒体

为领头人的新旧媒体的无缝对接，再一次凸显了电

视新闻媒体的公信力、权威性、技术上的高端性和

新媒体暂时无法与之媲美的无可匹敌的专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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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审视，电视也许暂时不能彻底的

迎合受众时空观的剧烈变化，但却能够以一种延缓

时空观的方式来建构我们所认知的外部世界的事

实，这种延缓恰恰是一种对知识和信息的反思与沉

淀。这或许就是我们所探讨的电视新闻节目在新

传媒语境下的生存之道。

　　四　电视新闻节目的生存之道

要想通过强调某一种新生的媒体来彻底否定

或淘汰旧有媒体永远是不可能的。正如甚嚣尘上

的“报纸消亡论”［３］和“广播消亡论”［４］之声喧嚣了

几十年都没有宣告纸媒和电波的消亡一样，电视媒

体以及电视新闻节目在新的传媒生态下，不可能淡

出历史舞台。相反，在这个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时空观语境下，网络媒体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

方面面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庆幸电视媒体依然有一

个非常好的适应环境———在竞争中，电视新闻节目

找到了通过延缓时空观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竞争

力的策略。在上述冗长的理论分析之后，我们回归

到电视新闻节目的实践本身，以此来考察电视新闻

节目的生存策略。

首先，从电视新闻节目最新的生存态势来看，

以电视新闻直播节目、电视新闻读报节目、电视新

闻故事节目、电视新闻杂志节目、电视新闻脱口秀

等为代表的新闻节目形态从新闻节目中脱颖而出，

占据了较高的收视率，［５］这表明了电视新闻节目在

当今的新传媒语境下依然有极强的生存空间。这

些节目类型所针对的话题依然是我们在网络上、报

纸上看到的新闻消息，但这些消息的呈现方式却与

我们所感受到的并不一样，这是因为电视新闻在构

建节目的时候已经进行了适合自己平台特殊性的

加工。它以近期社会事件进行再度聚合、整合和再

度解读的方式，实现了对碎片化信息的反思与沉

淀，同时将碎片化的议题聚拢成有限的几个重点议

题，使各种纷纷复杂的现象简单化与深度化。

其次，从电视新闻节目的内容策略来说，电视

的物力特性和新媒体的附加优势，构成了电视新闻

节目的核心优势———一方面，电视媒体声像兼备的

物理属性和空间层面上的不可移动性决定了电视

信息的易读性和电视媒体使人回归部落化的特点；

另一方面，新媒体的素材和互动特质也被移植到电

视新闻节目中，使电视新闻节目的呈现方式和反馈

方式更加耳目一新。正是基于电视的这两个优势

的合作，电视新闻节目方能实现以深度取胜，以评

论取胜，以声像兼备取胜，以现场直播和现场再现

取胜的优势策略，这些是电视媒体所特有的优势，

是网络媒体所不可能取代的核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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