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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9 月 26 日，创办了 13 年的央视名牌栏目《实

话实说》在改版大潮中，正式告别了观众。这个曾经是我国

电视谈话类节目的成功范例黯然停播、《鲁豫有约》被挤出

黄金时段、《艺术人生》收视率下滑作为 2009 年特有的荧

屏现象，引起了我们的深思。

当前电视谈话类节目的发展现状

目前，我国谈话类节目陷入央视拷贝国外、地方拷贝

中央的怪圈。一些存活较久的如 《实话实说》《鲁豫有约》
等，长期的模式化运作使受众一眼就可猜透节目意图，对

节目产生审美疲劳。然而美国 NBC 的《今夜》已延续了半个

多世纪，长盛不衰，这就为我国谈话节目的发展提出了新

的课题。
首 先， 主 持 人 谈 话 形 式 模 式 化， 即 兴 性 不 强， 真 实 性

差。 真实是电视谈话类节目的生命。在即兴谈话中，主持人

和嘉宾的个人魅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但在国内的谈

话类节目中，“话托”等作假现象屡见不鲜。崔永元在曹可

凡《谈话主持艺术》的序言《一吐为快》里历数了当下谈话

节目的不少“罪状”，比如安排所谓的“话托儿”，举手发言

的人说的都是节目组为他们事先准备好的话；节目组的工

作人员扮演当事人，①导致在《实话实说》中不实话实说的

大有人在，而“有的嘉宾言语呆板，甚至操一口难懂的方

言；有的嘉宾在镜头前讲套话、打官腔；有的嘉宾夸夸其

谈”等，这些都成为交流的障碍，也使谈话的真实和有效受

到影响。
其 次，从 播 出 方 式 上 看 ，录 播 导 致 现 场 感 不 足 。 当前，

我国大多数电视谈话类节目在节目播出样式上仍有待改

进，即便是号称还原生活常态的《实话实说》也是录播。在

西方乃至我国的台湾，谈话类节目大都是直播。既然谈话

节目是营造人们日常生话中真实的谈话状态，嘉宾、主持

人、现场观众的一切言谈反应都应是原汁原味、未经修饰

的。现场直播能为场外的观众带来“现场感”，参与的意愿

更强。如果失去良好的谈话气氛，不但场上嘉宾、观众和主

持人难熬，也激不起场外观众收看的意愿，这样的谈话节

目无疑是失败的。即使节目有瑕疵，观众的观点偏激，但是

如果节目将这种状况直接反映给电视机前的观众，让真实

感得到体现，就能激起观众的收视意愿。
第 三，同 质 化 现 象 有 增 无 减。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电视

谈话类节目已经超过 150 个，形成了当今电视收视的新风

暴。②媒体同质化的表现之一是形式同质化，虽然电视谈

话节目的结构形式一般是主持人与现场嘉宾围绕一个既

定的话题，顺应节目的总体思路，针对疑问或争议展开论

述以至论辩，最后达到释疑解惑或沟通不同观点的目的。
③但在收视率为王的时代，当所有谈话类节目都像《实话

实说》一样，请一些嘉宾、观众，每次选一个话题，再配上现

场音乐，这样就失去了节目本身的个性。表现之二是新闻

内容同质化，对于突发事件或热门话题，各节目纷纷抓住

同一新闻线索互相拷贝，争夺所谓的“热点议题”，于是就

出现了嘉宾从央视一路谈到卫视，从晚间时段谈到早间、
午间时段的现象。

同质化的直接后果，一方面是媒体组织在狭小的市场

空间里展开你死我活的争夺战，夺取日益稀薄的利润，其

结果是既失去受众，也让资本化为“泡沫”。另一方面，正如

一些学者预测的那样，对预测性风险的规避使市场结构趋

向于一致，最终导致市场上只剩下追随者，而缺乏创新者，

其结果是失去个性与创造性的节目必然造成媒体资源的

浪费、观众可选择性的丧失以及媒体社会影响力的削弱。

电视谈话类节目路在何方

《实话实说》的停播使我们认识到，未来谈话类节目要

想获得更好的生存空间，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应有所突

破。
一 是 选 择 倾 听 型 主 持 人 还 是 主 导 型 主 持 人。 谈话类节

目中，主持人和话题是节目成败的关键因素。主持人综合

素质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节目的可看性和收视

率。大陆的谈话类节目主持人一般扮演倾听的角色，大部

分的发言权交由嘉宾自行发挥，很少出现“主持人秀”。而

在台湾和欧美的谈话节目中，主持人经常扮演引导者的角

《实话实说》的停播带来了什么
———关于电视谈话类节目发展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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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报 刊 林 立 的

时代，怎样才能让人

读你的报纸？这是每

个 办 报 人 都 在 思 考

的一个问题。时代的

激 变 需 要 报 纸 内 容

和 办 报 思 路 与 时 俱

进，常变常新。可是

变的突破口在哪里？

尤其是地方广电报。
笔者认为，广电报除

了 做 好 原 有 的 导 视

导听，办出行业特色

外，一个行之有效的

方 式 就 是 广 电 报 应

更 多 地 融 入 到 当 地

人们的生活链中，成

为辅助人们生活、消

费、经营的一个重要

环节，一个交流平台。
我们今天面对的生活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碎片

化，这是由于人们生活方式、价值方式、消费方式的多

样化，使原本相对单一，相对共同、普遍的市场与消费

群开始出现了极大的分化。这种分化给广电报的定位、
经营带来了种种困扰。可以说，地方广电报正处于一个

被四处挤压，被不断瓜分的市场空间中。面对逐渐分化

的市场格局，地方广电报要应对市场变化，办出地域特

色，以吸引读者、占领阵地。因此，广电报不应该仅仅

是浮在面上借势，还应该介入到造势的过程中去；不能

仅仅局限在为社会、为目标消费者和读者提供电视节

目表和娱乐资讯，以及一些资料汇编中，还应该参与到

组织新的生活方式中去。这样的一种从要素到结构、从
借势到造势的过程，意味着广电报必须以内容服务为

核心，链接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商业资源。这种链接形

式，可以有效地提升报纸的竞争力，争取主动权，提高

读者的关注度、参与度，吸引读者。可以极大地改变广

电报以往只是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上，简单地、机械地从

外部去反映一项社会事业，影响一项商业运作的现状，

而是越来越多地深入其中，成为某一行业、某一圈子、
某一节点的重要一员。与传统的办报方式相比，地方广

电报应该在以下四个方面着力。
一、要 有 更 多 的 策 划。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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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并握有较大的掌控权。未来谈话节目应该以倾听型主持人

为主还是主导型主持人为主，应该根据节目的定位和话题的选

择而定。至少目前主导型主持人是当前电视荧屏缺少的一道风

景线。
二 是 改 进 播 出 方 式。 未来的谈话节目应以现场直播方式呈

现。现场直播不仅考验着主持人的临场反应，而且能以原汁原

味的方式呈现最真的访谈过程与讨论情境。主持人的灵活问答

与嘉宾出其不意的答案，往往创造出许多效果，具有真实性与

现场感。
三 是 运 用 品 牌 战 略。 一个电视节目的运营如果缺少品牌战

略的运作，往往很难持久。国外谈话类节目可以维持几十年长

盛不衰，预示着谈话类节目的柔韧性与可操作性。而在《实话实

说》节目的包装上，我们不能否认其“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

群众”的节目风格，但缺乏一个长效的整合营销策略。节目策

划、名栏目名主持包装、节目长期的宣传策略等依然缺乏。电视

节目本身就是产品，自然也有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
不同时期所采取的品牌战略也应有所差异，而非墨守成规。凤

凰卫视的名人和名栏目包装为我们提供了借鉴，也对节目的整

合营销提出更高要求。
四 是 社 会 效 益 与 经 济 效 益 的 平 衡。 市场竞争激烈并不意味

着只要经济效益而抛弃社会效益。《实话实说》栏目体现的人文

关怀，是很多电视谈话类节目效仿的一个标杆。在对主要收视

观众有全面性的了解并制作他们喜爱的节目的同时，要注意在

观众媒体素养尚未达到一定水平时，一味地强调符合观众的需

求，很可能使节目庸俗化。媒体的发展犹如双刃剑，太过于自

由、开放，便无法实现媒体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政府控管过

于严格，也将无法达到多元社会的发展目标。因此节目在追求

收视率的同时，不能抛弃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应权衡社会效

益与经济效益。
总之，国内外的谈话类节目事实上并未提供一个人人均可

平等参与的媒介公共论域，谈话类节目中虽然邀请社会各界人

士参与，但话语权仍掌握在专家与主持人手里，一般民众的发

言权相当有限。《实话实说》是致力于突破此框架重围的典范，

因此，如何让谈话类节目形成真正多元的公共论域，还需要多

个勇于探索的节目活跃在荧屏上。
（作 者 单 位：厦 门 大 学 新 闻 传 播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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