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乐节目作为广播的最初节目形态，自广播诞生之日
起，便成为其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广播作为听觉
媒介，与作为听觉艺术的音乐，在特征属性上不谋而合。也
正是由于这一属性特征的契合，使得广播在音乐传播中如鱼
得水，广播音乐节目占据了广播文艺节目的“半壁江山”。

但自上世纪 90年代始，新媒体纷至沓来，网络、手机、
MP3、MP4等新媒体的诞生发展给在传统媒体大战中本已
处于劣势地位的广播又笼罩上一层阴霾。新媒体所能提供
给受众的海量的信息、自由选择权、零损失的收听音质都是
传统广播音乐节目所不能提供或者不能完全提供的。在新
媒体所具备的传播音乐的巨大潜力下，原先作为音乐传播的
最佳载体之一的广播音乐节目相形见拙，广播音乐节目面临
着新媒体的强劲冲击。

尤其是新媒体的核心用户群和广播音乐节目的主流听
众群几近相同，更是加剧了两者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广播
音乐的主流听众群体，从年龄来看大致是１５～２４岁的学
生听众和２４～３５岁的青年听众。①新媒体用户中最具代
表性的“网民”，就目前而言，恰恰也正是这部分群体。据
2010年1月15日公布的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报告公布
的调查结果显示，网民中30岁及以下的网民占61.5%，网民
在年龄结构上仍然呈现年轻化的态势。②不少MP3、MP4播
放器的销售对象更是直接锁定于时尚人士、商务人士以及喜
爱音乐的年轻一族。因此，由于它们用户群同构，新媒体的
迅速崛起不可避免地会对音乐广播节目的听众造成分流。

那么，在新媒体席卷而来之时，广播音乐节目要想在这
场新旧媒体竞争中，坚守原有阵地，并为自己寻求更良好的
发展环境，惟有从技术和内容两方面寻求发展路径：一是“新
媒体化”，即是通过与新媒体技术的融合达成硬件设施的提
升，这有赖于整个广播产业的数字化进程的推进；二是实现
节目内容的战略转型，即是充分挖掘自身的不可替代性，这

就需要广播音乐节目发掘其独特的角色定位和功能定位，独
特的魅力。

在当前的情势下，“新媒体化”是大势所趋。然而“内容
为王”，实现广播音乐节目的内容转型，则是广播音乐节目发
展的重中之重。

一、提供有观点的音乐节目

现代社会,随着媒介的发展和信息渠道的增多, 一方面,
受众所能接触的信息终端日益多元，获取的信息也越来越
多。受众当中很多人会通过网络接收音乐信息，通过网络下
载各式各样的音乐，还可以不受时空限制跨地域点击全国电
台的音乐节目。而基于移动数据通讯技术的手机音乐业务，
也能将大量的音乐产品存贮在数据库中，用户通过移动通讯
网络在线聆听或下载，甚至还能建立独具个性的无线手机音
乐播放的数据库，真正成为“我的电台”。另一方面,在媒介
迅猛发展情形下，逐渐成熟的受众已不再单纯满足于传播性
的信息，传统的罗列歌曲、报歌名、介绍歌曲背景的简单串连
方式都难以满足他们更高的审美要求。

基于此，提供有观点的音乐节目就成为广播音乐节目在
新媒体时代，面对海量音乐信息冲击的有力回击。广播音乐
节目不仅要将各类音乐展现给社会公众，同时更要将自身对
音乐的观点传递给它的听众。

在有观点的音乐节目的提供过程中，广播音乐节目的主
持人就成为其实现的关键。广播音乐节目的实质，其实即是
主持人对音乐信息进行解读理解之后，再结合自己的想法制
作成节目，而后面向受众进行传播。这一整个过程就是主持
人实现其从解码者到编码者的身份转换的过程，也是音乐从
被解释到再创造意义的过程。

因此，音乐节目主持人对音乐独特的解读方式就成为节目

新媒体时代广播音乐节目的内容转型

殷 琦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厦门361005）

摘要 在新媒体时代，广播音乐节目受到了新媒体的强劲冲击。“内容为王”，广播音乐节目必须在内容上充分

发掘自身的优势与不可替代性,提供独具观点、深度整合及可共享的音乐节目，方能在新旧媒体混战中立于不败

之地。

关键词 新媒体时代 广播 音乐节目 内容转型

中图分类号 G220 文献标识码 A

Content Transformation of Music Program of Radio in New Media Era
Yin Q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Abstract In the new media age, music program of radio has been a strong impact of new media. "Content is king",
music program of radio must fully exploit its own advantages and irreplaceablity of content, and provide unique point
of view, in-depth integration and sharable music program, though it can put itself in an invincible position in the
competition among old media and new media.
Key words new media era radio music program content transformation

作者简介：段琦，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博士。

新闻界 ISSN1007-2438 2010年第1期，2010年2月
Press Circles ISSN1007-2438 No.1 2010.Apr.2010. 广电时空

-- 154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1359458?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脱颖而出的关键，只有具备了独特的解读方式才能保证音乐节
目的特行品质，才能使节目不被湮没于众多音乐信息之中。

北京音乐台就以“请听来自 FM97. 4 的声音,同样的音
符在这里你会得到不一样的感受”为宣传口号，突显其对音
乐的独特理解和诠释,令它在众多的电台节目中脱颖而出。
旗下的伍洲彤主持的《零点乐话》就是这种独特解读方式的
代表，他主持的流行音乐节目已经超越了单纯播放流行音乐
的范畴，而是形成了一种极具主持人个性特征和创意的音乐
节目形式，使得话筒前的播音成为一种人生和情感的体验，
成为北京地区历史最长、拥有忠实听众最多的午夜情感音乐
节目。

二、提供深度整合的音乐节目

王兟曾从市场的角度提出“部分价值大于整体”（part
value is bigger than the whole）的论断，认为“人们生活节奏
越来越快，大家未必有时间完整地欣赏一部电影或者一盘专
辑，要的可能只是片断而已。”“数字时代‘信息太多、时间太
少’，新科技之所以成为人们生活的重心仅在于它能够延伸
人类感官功能，优化生活体验。消费者关心的是使用经验的
改善，而不是科技的更新。”因此，“内容的筛选和整合才是致
胜关键。”③

这可以给广播音乐节目的发展提供些许启示：广播音乐
节目除了依靠建立独特的音乐解读方式外，还可以通过成功
整合音乐信息而获得影响力。

正如现在市面上流行的音乐新载体——便携式MP3、
MP4播放器以及音乐手机，虽然外形小巧，但容量巨大。有
人这样形容当前MP4的流行趋势：“百G容量MP4普及时代
的到来”，国内大量品牌都推出了100G以上的MP4，而且不
少款型还附带插槽可以随时添加储存卡扩充容量。一般而
言，一首歌曲mp3格式大小仅为 2～4M，而 rm、wma格式所
占空间更小。因此，这些小巧轻便的新音乐播放工具所能容
纳的音乐数量可谓是数以万计。那么，在巨量的音乐信息面
前，如何保证音乐享用的有效性与满意度就成为音乐听众着
重关心的问题。

对广播媒体而言，很多的音乐信息是零散的、孤立的或是
潜在的，通过对海量的音乐信息进行有序化、专业化的整理，筛
选和解释，以大众化的形式将音乐重新梳理、编排传送给观众，
这样就通过对音乐信息资源的深度整合，扩大了音乐节目的广
度和深度。如通常可用音乐特辑或音乐排行榜等方式将信息
资源有机结合，转化为节目中的亮点。如北京音乐台的王牌节
目《中国歌曲排行榜》历时十三年，成为目前中国广播界覆盖范
围最大、收听占有率最高、最受业界重视的电台排行榜。其每
周五推出的“锦绣十年”栏目，充分利用《中国歌曲排行榜》十三
年的历史，将十年前后的排行榜单进行对比，了解这十年来中
国流行乐坛的变迁和发展，突破了一般排行榜的局限性，让节
目更加有深度，听众们可以积极参与讨论，而“锦绣十年”也成
为两年来最受听众欢迎的栏目之一。

这些经过深度整合的音乐节目的音乐信息的质量相对
较高，同时通过这些节目受众获取音乐信息的费力程度也较
低。因此，基于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提出的信息选择的
或然率公式，即“选择的或然率＝报偿的保证/费力的程度”，
显而易见的结论即是，深度整合的音乐节目会比新媒体所能
提供的海量的音乐更能获得听众的青睐。

三、共享音乐塑造共同经验

新媒体所带来的海量信息的涌入，使得过滤成为必要手

段，通过缩小化的方式来避免超载。而新的传播工具的日益
进步，赋予人们更多的传播自由，赋予人们过滤、祛除他们不
想要的信息的权力。于是，由于选择越来越多，个人对内容
的掌控激增，量身定制的力量变强，每个人会趁机拮取他们
最喜爱的事物、最认同的看法。因此，在这种情形下，更多选
择和量身定制的力量，使得公共媒体的社会角色日渐式微。

正如尼葛洛庞帝所说，“后信息时代的根本特征是‘真正
的个人化’”，“大众传媒将重新定义为发送和接受个人信息
的系统。”④新媒体时代的传播是一种典型的个性化的传播方
式，网络传播意义上的“受众”，不再是一个只有一种性格的
整体（单数），而是无数个个体的相加（复数）。

但是，社会的和谐发展、民众的和谐相处，需要大部分公
民拥有一定程度的共同经验。因为这些共同经验，特别是由
媒体所塑造的共同经验，提供了某种社会粘性。

于是，媒体尤其是传统媒体就必然需要承担起塑造共同
经验这一重任。尽管音乐在更多意义上是个人欣赏性的，但
是，作为广播媒体的重要节目形式，音乐节目也应尽力去促
使共同经验的传播与实现，这就主要依靠对音乐的共享而达
成。

其一，强调“互动”。随着新媒体技术日益进步，听众参
与互动的方式也更加多样,除了“热线电话”,还有听众来信、
手机短信、网上交流等多种手段。这样,在节目中,每一个人
都有关注和参与的权利,而大家的参与恰恰说明了听众对节
目的关注度和认知度。所以现在的节目越来越注重与听众
的互动,比如说北京音乐台之前开办的《校园音乐先锋》,听众
既是收听者,也是节目的参与者；既可以自己参选,也可以通
过投票来支持好的校园音乐。

其二，营造“社区”氛围。这里的“社区”主要是指听众与
听众、听众与主持人、听众与节目制作人员之间一个相互交
流与联系的制度化平台，在这个平台之上，参与者定期沟通
彼此的信息及认知，认识朋友和建立关系。这对于强化节目
与听众的关系，营造归属感大有裨益。北京音乐台的《中国
歌曲排行榜》就是通过成立歌迷俱乐部及定期举办各种活
动,大大增强了该节目的粘合力。

其三，大众化表述获取广泛认同。共同经验主要依靠绝
大多数民众的认同来实现。那么，对于音乐节目而言，要得
到最大范围、最多数量的音乐爱好者认同，就必然要凭借大
众化的传播方式。无论是通俗音乐还是严肃古典的音乐，无
论是中国音乐还是外国音乐，广播音乐节目在以多品种、多
风格、多元素的音乐来适应多层次的听众的不同需求的同
时，还需要提供对音乐通俗的、大众的表述方式。尽管音乐
节目要具备个性化的特征，但是这种个性必须基于听众可接
受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片面地去追求曲高和寡。当然，更为
重要的是在表述方式上注意“度”的把握，通俗和庸俗往往仅
一步之遥。

因此，广播音乐节目在面对新媒体的强势进攻下,在对
听众市场的争夺和市场份额的重新分配中，必须在内容上充
分发掘自身的优势与不可替代性,准确把握自身特色，提供
独具观点、深度整合及可共享的音乐节目，方能在这场无硝
烟的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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