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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成为电视评论转型的方向

摘要：“在人人都是评论员”

的网络时代，电视评论要继续

增强传播力与影响力，就必须

根据媒介环境的变化及时转型

创新。本文认为，电视评论转

型创新的方向应该是在“上连

天线”的同时接地气，直面社会

热点、焦点和难点，说老百姓的

话，让老百姓参与发表意见，解

决老百姓关注并需要解决的问

题，在充分发挥好电视评论“守

望环境、协调关系”等媒介作用

的基础上，进一步彰显主流媒

体的喉舌功能。

关键词：电视评论 民生题

材 话语平权 转型创新

电视评论视听兼备、生动形

象、现场感强、主题集中，即使

在网络时代，其在引导舆论方

面依然有着其他媒体无法替代

的传统优势。无论是媒介融合

之前还是融合之后，电视评论

的传播力都只能加强而不能削

弱，当前则更需要一切从实际

出发加快转型。笔者认为，在

日益复杂的媒介环境中，关注

民生是电视评论选准题材、阐

述意见的创新重点；话语平权

是避免说教、优化评论形态的

有效手段；让受众广泛参与讨

论发表意见，通过双向互动来

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是电视评

论追求的终极目标。

一、关注民生是选准题材阐

述意见的创新重点

“新闻评论的主要功能或

者说核心价值，就是要用尖锐

而精辟的观点、深刻而精要的

说理启发人们的思想，促进社

会的进步。”①长期以来，电视

评论的题材主要聚焦于国际

国内重大新闻事件，反映老百

姓关注的社会热点和难点问

题的比较少。要使电视评论

接地气，就必须直面民生，善

于从群众身边去寻找题材，放

低身段，拉近与受众的心理距

离。这也是新时代电视评论

扩展空间、增强权威性、彰显

主流媒体传播力的不二选择。

电视媒体具备固有的传播优

势，在网络时代和融媒体语境

下，电视评论既需要弘扬主流

价值观，又需要理念创新与实

践创新，注重题材选择的民本

取向，并且还要在采制中比其

他媒体更精良。

电视评论的最大作用是发

表合理见解，正确引导舆论。

作为传播意见性信息的有效载

体，必须客观公正、求实求真、

逻辑严密、表达顺畅，精准把握

好尺度，同时还要有强烈的大

局意识和引导意识，而不只是

简单的迎合。②在信息巨量的

网络时代，人们既需要真实精

准的事实性信息，也需要权威

性、公信力与指导性都很强的

意见性信息。由于民众对意见

性信息的关注也是选择性的，

因此他们通常会对涉及到自身

核心利益的问题发表独立意

见，反映多元化诉求，以引发全

社会的思考。电视评论与自媒

体评论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

必须论据充分、论点鲜明、立场

正确，对公共舆论有强大的引

导作用。而选择公众关注的民

生题材，既是电视评论增强贴

近性的现实体现，更是充分发

挥党和人民桥梁与纽带作用的

能动反映。

电视媒体对民生问题进行

评论时，也要对复杂的现象进

行深度分析，揭示本质性的东

西。反映社会热点的电视述

评，更要选准题材，这样既能吸

引受众关注，又能优化传播形

态。在信息巨量、价值多元的

新媒体时代，电视评论的最佳

体裁是述评，而述评的选题则

要有前瞻性，记者能通过洞察

事物的变化并对其发展走势进

行预测。③2019年 9月 1日绍兴

市开始实施新的《养犬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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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定对犬只进行狂犬病疫

苗免疫接种和电子芯片植入，

要求养狗者在领取犬只登记牌

后，做到“一犬一牌一号”，不

能随意摘下、涂改。而在犬只

出户时，犬主还必须对它采取

戴嘴套、束犬链（绳）等措施。

但是，这个被称为绍兴市历史

上最严的犬类管理办法，却在

出台一个月后效果不明显。对

此，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新闻

综合频道的《全媒体时空》专

门做了一条题为《史上最严的

“办法”管不住犬？》的电视

述评。

记者通过现场拍摄，收集了

大量不按规定的散放狗现象，

采访了多位狗的主人、商场保

安、城管人员、兽医和其他市民

作为事实论据，同时又把一些

市民理性的话语当成电视评论

的分论点，最后请特约评论员、

绍兴文理学院教授白文杰代表

电视媒体发表中心论点。白文

杰认为：“想要执行好这部新的

《养犬管理办法》，最重要的是

要管理好养犬的人，对犬主人

规范管理后，才能从根本上解

决犬患。”这条电视述评播出

后，社会反响很好，不但城管部

门改进了管理方法，市民也比

较配合。

二、话语平权是避免说教优

化形态的有效手段

就“话语”一词来看，它在传

播学中可以分为精英、主流和

大众三类。④网络有一个特点

就是无中心化，侧重于大众话

语。网络语境下，电视评论以

前那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

语态已不受欢迎。只有实行话

语平权，才能增强电视评论的

实际传播效果。

为了增强电视评论的平民

色彩，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公

共频道的《直播绍兴》聘请了 10
多位专家、教授、律师和社区工

作者作为常年的特约评论员，

由他们用民生视角为受众解疑

释惑。在去年绍兴市新闻传媒

中心公共频道《直播绍兴》中有

三条题为《八字桥河埠头两次

“添堵”，简单粗暴思维该洗洗

了！》的系列电视评论，说的是

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大运

河世界文化遗产点段之一的绍

兴八字桥河埠头两次被封堵的

事。在这组电视评论中，分论

点分别由普通市民和特约评论

员来阐述。这些接地气的“评

论员”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破

坏历史文化遗产原生态的现象

进行了尖锐批评，同时对部分

市民如何自觉保护文物进行了

反思。这组话语平权特色明显

的电视评论播出后，受到了相

关领导的充分肯定，老百姓也

纷纷叫好。

电视评论通常是通过论证

来解析矛盾，提出有指导性的

建议，因此面对的问题应该是

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或者新闻报

道所反映的最新事实，这样才

能引发人们的深入思考。当

前，虽然电视报道与电视评论

的边界越来越模糊，述中有评、

评中有述，但两者之间的区别

还是明显的，前者传播的是事

实性信息；后者传播的是意见

性信息。

在采编实践中，电视记者可

以通过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的

同步进行，在现场开展采访和

评论，在报道过程中进行理性

思考。一边调查事实，展示论

据，讲述事件经过，一边进行分

析、判断、推理与评说。这种形

态的电视评论，由于记者能对

新闻事实进行动态开掘，讲究

过程的完整性，容易从中发现

问题，找准症结，推导结论，化

解矛盾。这样的电视评论能够

更好地发挥电视的媒介优势，

论据中有事件、情节、细节、冲

突和悬念，可以一步步地吸引

观众关注与思考。电视评论采

用述评这种体裁，还可以避免

空洞的说教，因为论据具有故

事性，论证具有过程性，论点具

有亲和力，因此能够大大增强

评论作品的可看性。

话语权说到底就是思想领

导权，是话语主体主导意识形

态导向、控制意识形态教育内

容，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价

值取向和政治立场的权力与方

式。⑤现如今，舆情通常会在网

络空间形成并发酵，但最后的

影响取决于话语权掌握在谁手

里。任何信息的扩散都要经过

传播、接受、辨别、形成共识的

过程，电视等主流媒体只有及

时收集、研判、引导舆情，才能

牢牢掌握主动权，始终站在舆

论的制高点。而要达到这个目

的，仅靠说教是没有效果的，必

须通过话语平权，用真知灼见

来以理服人。

实际上，网上网下的舆论场

越加众声喧哗，越是需要充满

人文关怀、理性思考和富有感

召力的电视评论来引领。通过

话语平权，电视评论能够提高

意见性信息的到达率，逐步形

成自身具有权威性的话语权，

从而取得理想的引导效果。网

络舆论的无中心化和自媒体的

话语分权，使意见性信息的传

播进入了一个平民时代，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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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只有转变观念，强化受众

本位意识，以老百姓喜闻乐见

的形式去对社会热点、焦点和

难点问题展开评论，才能营造

出一个人人都能接受的话语

环境。

三、受众参与是双向互动解

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新闻评论一直以来被当作

主流媒体的旗帜，在网络语境

下，各种社交媒体和自媒体都

在参与意见性信息的传播。因

此，电视评论要不断探索转型

路径，把传播平台拓展到微信、

微博和客户端，以及抖音、快手

等短视频网站，在吸引更多受

众（用户）参与的基础上与他们

开展广泛的双向互动或者多向

互动，以期达到电视评论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

际效果。

绍兴广播电视总台与绍兴

日报融合成立绍兴市新闻传媒

中心后，于 2019年 8月在“越牛

新闻”客户端开辟了一个原创

评论栏目《茴香轻评》。这个栏

目以视频为主，兼有音频、文

字、漫画和“文字+漫画”“文字+
动图”等其他媒介形态，题材比

较接地气，内容以关注民生为

主，是传统电视评论向全媒体

评论转型的一大尝试。这个栏

目还借助移动互联网，与网民

进行交流和互动。栏目语言风

格清新，现在已出现在网络论

坛、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

领域，成为用户参与问题讨论

的一个全新平台。如在最近几

期的《茴香轻评》中，就有共享

车位、夜宵摊点等涉及到民生

的现实话题，主持人在与网民

讨论时注重口语化，语言幽默

诙谐，还用上了不少网络词汇。

形态生动直观，观点有思想深

度和理论高度，容易引发大家

的共鸣。

随着民众媒介素养的不断

提高，他们对涉及到切身利益

的社会热点问题与焦点问题，

也需要有一个反映诉求、发表

意见的通道。当然，在社交媒

体中，既有自媒体人的非理性

情绪宣泄，也有传播正能量的

内容。电视评论要改变传统的

“一对多”单向表述，就需要去

涉及现象级的网络话题，与广

大网民开展双向互动，让网民

发表意见，吸收他们的合理化

建议。以网民关注的问题作为

评论的对象，这样能有效增强

电视评论的贴近性、针对性和

新闻性。因为网民的诉求往往

更能反映基层的民意，更值得

电视等主流媒体去介入和发表

权威意见并加以正确引导。

电视评论与受众的双向互

动，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既可以

通过对他们的现场采访，采纳

他们的意见作为电视评论的论

据或分论点，也可以邀请他们

走进演播室作为访谈嘉宾，还

可以在社会上建立和发展一支

特约评论员队伍，实行主持

人+特约民生评论员+网络论

坛 +场外观众视频连线等模

式，以丰富电视评论的呈现形

态，增强电视评论的参与性、

互动性、开放性和可看性。在

网络空间，网民发表意见性信

息的交互性、自由度与宽容度

相对较高，但各种谣言、偏激

性言论和语言暴力等负面效应

也随之产生。这时候，借助新

媒体平台传播的电视评论实际

上起到的是方向舵和定盘星的

作用。

四、结语

在融合传播的新时期，以评

论抢占舆论制高点依然是电视

等主流媒体的重要工作之一，

媒介深度融合后的传播流程再

造，迫切要求电视评论及时转

型。在快餐式阅读和碎片化阅

读的网络语境下，自媒体传播

的各种意见性信息满天飞，鱼

龙混杂的舆论场尤其离不开电

视评论的正确引导。在评论主

体多元化的当下，电视评论要

追求更好的传播效果，就必须

在提升政治站位、丰富思想内

涵、强化价值取向的同时，注重

转型与创新。只有评论作品更

加接地气，主流媒体的立场和

观点才能为广大受众所接纳，

并引发广泛共鸣，从而起到更

好的舆论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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