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与争鸣

衰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

论 《东方时空》应退出早间节目

2(X) 1 年 11 月 5 日
,

中央电视台名牌栏目(东方时空)再次

改版
。

与上年 11 月 27 日倍受关注的大改版不同
,

此次改版可

以说是悄无声息⋯⋯

《东方时空》是于 1卯3 年 5 月 1 日 7 点整隆重登场
。

它以

20 分钟的新闻为先导
,

同时推出
“
东方之子

” 、“

东方时空金曲

榜
” 、 “

焦点时刻
” 、 “

生活空间
”
几大板块

,

形成杂志型新闻节目
。

它的出现
,

打破了我国新闻节目
“

新闻联播
”

式的编排惯例
,

代

之以板块组合的结构
,

在节目信息的深度与广度上有了一些新

的开拓
。

节目创办一年
,

就受到社会
、

观众的普遥赞赏
。

《东方时

空》
,

改变了中国人早晨不看电视的习惯
。

19 96 年 1 月 27 日
,

(东方时空)自 100 1 期起改版
。

它取消

了
“

东方时空金曲榜
” ,

增加了时长 3 分钟的评论栏目
“

面对

面
” ,

并且将
“
焦点时刻

’
更名为

“

时空报道
” 。

最为引人注 目的一

点是设立了栏目总主持人
。

新版后的《东方时空》加强了思想和

舆论的力度
,

加重了评论的分t
,

强调的节目板块的配合与节

目主持人风格的互补
。

它给人们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
.

发出更

多的舆论炮弹
。

人物更见境界
,

言论更显犀利
。

但也由于过多的

严肃评论
,

让观众感到严南有余
,

活泼不够
。

节 目只刹下一个个

指点江山的演说家
。

2(X 刃 年 11 月 2 7 日
,

时长 150 分钟的新装 (东方时空)于清

展六点亮相
。

它以演播室为调度中心
,

用直播方式将新闻
、

实用

资讯
、

新闻专题等诸多内容有机串联
,

更加突出信息的时效性

和服务性
。

旧版中主持人独倪的
“
面对面

”

被徽掉
,

节目变为 5

个子栏 目
—

“

早新闻
” 、 “
时空资讯

曲 、 “

传媒健接
’ 、 “

直通现

场
“ 、“
面对面

”

《人物访谈)
、“

百姓故事
”
以及双休日的

“

纪事
” 、

“

世界
” 、 “

直播中国
”

等板块
。

其中保留栏目承绷了原《东方时

空》的人文关怀和纪实风格
,

新增栏 目则集中于新闻和服务性

资讯
。

改版后的《东方时空》突出了早间节目特性
—

服务性
、

新闻性和轻松
、

快捷的演播风格
,

以更前卫
、

更契合传播特性的

方式将早间节目向前推进了一步
。

但节 目摇出之后
,

观众的挑

剐
、

不漪之声随即风生云起
。

比如主持阵容强大
,

但都是你方读

罢我登场
,

给人的感觉支离破碎
,

而且经常是无话找话
,

因此老

话
、

空话
、

大话
、

套话就比较多
,

破坏了节目本身应有的韵律和

王率葱

节奏
。

总之创新栏目大都表现不尽如人意
,

而传统栏目未能傲

到更好
,

因此在改版一年后
,

又不得不进行新的手术
。

于是就出现 了本文开头所提及的改版
。

在某种程度上说
,

这次改版有一些悲壮的味道
。

它别除了 2创旧年版的新增栏目
,

一切都回到了初始状态
。

节目由 150 分钟再调回到 4 5 分钟
,

新

增
“

时空连线
. ,

此外周末版增加了别具一格的节目
—

“

记

忆
” 。

但这次改版与其说是创新
,

不如说是守旧
。

尽管增加了一

个栏 目
,

砍掉了一个栏 目
,

但从实质上来说
,

并没有太大创造性

的突破
。

新版《东方时空》整体陷人了可看可不看的境地
。

以上我们简单回顾了一下《东方时空》自诞生以来所经历

的种种变革
,

不论是好评如潮
,

还是不满非议
,

我们都能看到东

方时空人为使节目更具新意
、

更贴近观众所做的种种努力
〕

但

《东方时空》在日益失去观众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

为什么会这样

呢? 我认为
,

从某种程度上讲
,

就社会发展
、

受众心理与《东方时

空》节 目本身的特性而言
,

它已不适合观众在早间的收视 习惯
。

首先
,

社会与受众心理是发展变化的
。

现在的时代是一 个

新媒介的产生或许比新节 目还要快的时代 《东方时空》不可避

免地受到了来 自外界和自身变化的冲击
。

回想 90 年代初
,

人们

的参与意识和自我意识正 在传媒中潜移默化
,

传播的无处不在

形成城市居民的一种
“

文化依赖
” 。

再有就是由于改革开放与社

会经济离速发展
,

人们对从思想观念到行为方式的矛盾和对社

会中出现种种新现象的困惑使人 们渴望从媒体上 看到娜释
、

思

考甚至答案
。

就是这样的社会背景使深度报道有了广泛的受众

市场
。

商举人文关怀和深度报道大旗的《东方时空》此时应运而

生
,

受到高度赞誉也是情理之中的
。

然 而
,

八年前
.

人们粉(东方

时空》是因为他们从未在电视里看到 自己的故事
,

从未在电视

里看到被呀光的丑恶事件
,

好奇与新鲜 驱使人们坐在电视机

前
。

可以说那时人们为看《东方时空》而看《东方时空》
。

岌长的

八年过去了
,

人们对一个成型 的节 目自觉不 自觉地会产生一种

天然的疲倦感
,

对充满各个 电视台的纪实与曝光人们已习以为

常
。

这八年间社会文化环境与传播格局已有了太多变化
,

人们

获得信息和参与
、

表达的渠道都已呈现多元化的特色
。

但(东方

时空》依然是《东方时空》
,

它逐 渐失去了对其成功极 为重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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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观众眼中也就失去了昔日神采
。

其次
, “

获取信息
”

已成观众早间的首要收视需求
。

19 99 年

l 月
,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会同央视调查咨询中心媒介研

究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关于我国城市居民早间生活形态和

电视收视意愿的大型抽样调查
。

调 查表明
,

新闻性和生活服务

性是人们对于早间电视节目的主需求
。

“

就现阶段而言
.

天气预报
、

国内新闻
、

国际新闻
、

生活小常

识
、

热点访谈是人们在早间收看电视节目选择时的重中之重
。 ”

现在
,

各地方电视台
,

依据受众接受性心理规律
,

有机地将新闻

与信息结合起来
,

抢 占早间节目市场
,

比如《北京您早》
、

《上海

早晨》等
。

这些无疑对《东方时空》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

而《东方

时空》仍然紧抓纪实与人 文
,

孤芳 自赏
,

失去观众也就是必然的

了
。

第三
,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受众早间的收视环境与心理
。

现

代社会
,

人们的生活节奏 日益加快
。

早晨就惫味着短暂
、

忙碌与

紧张
。 “
一 日之计在 于晨

” ,

受众在分秒必争的早晨对于信息的

需求量是很大的
。

从天下大事
,

到
“
天气如何

、

物价怎样
、

交通杨

否
”

这些影响白天生活质量的服务信息
,

都是受众极为关心的
。

所以早间节目应以满足受众早间收视心理为重点
,

发挥自己的

传媒优势
,

来进行有效的信息传播
。

这样就有助于为观众营造

一种积极的生活环境
‘

试想
,

老百 姓一大早起床
,

在忙忙碌碌地

洗漱
、

进进出出地准备早餐的时候
,

怎样能专心去听一个长达

10 分钟的故事? 怎样去思考一个十分严肃的社会问题? 这样的

传播会有多大效果呢 ?

最后
,

我们来看一看《东方时空》本身的节目特性
。

现在的

《东方时空》是由三个子栏 目构成
: “

东方之子
”

是人物专访栏

目
,

涉及人物包括社会各界知名人士
,

旨在反映人物的人生历

程
、

内心世界等
; “

百 姓故事
”

是用 纪录片的方式来展示发生在

普通中国人身上的喜怒哀乐 ; “时空连线
”

则是借鉴国外最先进

的节目样式
,

由新闻短 片加主持人访谈构成
。

纵观这三个子栏

目
, “

时空 连线
”

的主题选择 一般是公众关注较高的新闯事件
,

属于 深度访谈类的节 目 ; “东方之子
”

似乎一直游离于价值取向

与新闻性之 间
.

人物有时来自于知名人士
,

有时又来自子新佣

人物
。

我们知道知名人士并不意味着新闻性
,

可是新闻人物又

与节 目宗旨
—

“

浓缩人生精华
”

是相矛盾的 ; “百姓故事
”

把镜

头对准普通人 只是一 种新闻理念而 已
,

这样一种形式长时闻存

在于新闻节 目中
.

难免不对节 目的新闻性有所损害
。

总之
,

峪东

方时空》的新闻性在不断弱化
。

在渴望信息的短暂的早层
,

人们

从这个长达 4 5 分钟的节 目里能获取多大的 信息 量呢 ? 2 00 1 年

9 月 12 日的早晨
,

人们是更多地想从电 视里看到经过八个多小

时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的事 态发展呢
,

还是想去听一段

故事呢 ? 也许我们可 以借鉴一下成功媒体的经验
。

美国的早间

新闻就多是以信息和新闻为主
,

风格也多是平静明快的
。

凤凰

卫视的早新闻是从 7 :

oo
,

依次是
“

今日头条
” 、 “

凤凰早班车
” 、

“

凤凰气象站
” 、“
晨早财经

”

等
。

这 一组组经过精心筛选
、

浓缩后

的信息
,

含金童非常高
。

可以说条条都是精粹
,

这也许能说明风

凰卫视早新闻收视率高的原因了
。

应该可以说
,

《东方时空》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创造出的最优

秀的电视作品
。

但根据对以上 几个因素的分析来看
,

以纪实与

人 文关怀为节 目特性的《东方时空 》在社会与受众心理已发生

变化
、

早间信息量需求大的背景下
,

必须变革 ! 增减栏 目这种形

式的变化是不能挽救 (东方时空》的
。

八年前
,

观众是在面对有

没有早餐而做选择
。

饿了很久
,

忽然有一碗面条
,

无疑会让人饱

餐一顿
。

而现时
,

人们发现餐桌上 已经有了新鲜的牛奶和鸡蛋

等等
。

人们是在面对吃什么样的早餐而选择
。

《东方时空》在人

们把早餐的眼光投向营养口味
、

爱好的时候
,

还依然端出面条

来
,

不论是改成阳春面
,

还是刀削面
,

其衰退的趋势已不 可挡
。

尽管人们还是需要面条的
,

只是不在早晨
,

倘若在人们食欲极

佳的晚间
,

来一碗热气肠腾的面条
,

也许会更有味道
。

因此
,

《东

方时空》要生存
,

就要勇敢退出早间板块
,

将清展让给新闻与信

息
,

进人晚间
。

让老百姓在茶余之际听听自己的故事
,

在饭后之

时思考一下国家大事
,

这可能更符合受众的现时的收视心理
。

八年前《东方时空》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奇迹
。

我相信
,

不久

的将来
,

《东方时空》同样能为我们再创造一个奇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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