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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新闻评论节目研究
□ 赵晓婧  孙玉凤

【摘  要】凤凰卫视从落地到成长壮大，历经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有人诧异，也有人质疑，更多的人是倾

慕，进而去仿照。做法可以仿照，但这种创新的思维却永远无法仿照。凤凰卫视的节目注重文化内涵、文化底蕴，

结合时事、生活、知识和趣味，贴近潮流又深入潮流，打动人心和情理。并设法主动适当介入政经文化的生活和现

实，与时俱进，回应和呼应民生民情民心的课题，联系人文关怀和深层次理念。本文对凤凰卫视新闻评论类节目进

行了分类并加以分析，提出凤凰卫视评论类节目存在的问题以及给出改进意见。

【关键词】凤凰卫视；新闻评论类节目；存在问题；改进意见

一、凤凰卫视新闻评论节目分类

（一）主持人评论型

1. 倾倾百老汇。凤凰卫视倾力打

造的全新周末新闻杂谈节目《倾倾百老

汇》，为您打开资讯与资讯之间的秘密

空间，周末与您“倾倾偈”（广东话：

聊聊天）。节目运用崭新的多媒体手段

和独特的串联解读方式，通过主持人现

场脱口秀的形式来演绎各类资讯，带给

您更有营养的周末。

2. 时事亮亮点。《时事亮亮点》由

著名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先生担纲。何亮

亮首先盘点上周重要而值得关注的新闻

热点，展开深入分析，通过夹播夹议，

点出事件的症结及延续的影响。何亮亮

以其特有的解读方式，或对新闻人物的

行为和性格作重新观照，或对新闻热点

作点石成金的诠释。

3. 总编辑时间。由凤凰资深的评论

员或总编辑重点编选和剖析重点要闻，

夹播夹评、分析梳理，以总编辑清晰的

思路、丰富的历史背景资料和精辟的分

析能力，解构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对日后

发展的重要性，令观众可以快速抓住事

情的关键，看出未来趋势。

4. 解码陈文茜。节目为您解读台湾

的政治、社会及文化现象。透过她的眼

睛，台湾的复杂政治有了清晰的脉络，

透过她的诠释，台湾的多元社会有了明

显的方向。

（二）访谈式评论型

1. 震海听风录。擅长国际问题研

究与分析的时事评论员邱震海先生，每

周从新闻热点中挑选重大的国际新闻事

件，邀请来自新闻事件的相关者、资深

外交官或权威专家，共同围绕事件展开

深层次的讨论交锋，以挖掘事件中的冲

突效果或深层含义。

2. 新闻今日谈。由见解独到的凤

凰评论员做评论，《新闻今日谈》针对

突发的新闻事件和当下最热门的时政问

题，进行评说。在观众最关注的时候，

及时快速地切中要害，作出分析、评

论。让观众在看到事件表象的同时，把

错综复杂的关系，抽丝剥茧，旁征博

引，点出问题的本质，让观众洞悉事件

的内幕和真相。

3. 时事开讲。对国际和两岸的重

大事件、突发新闻，从华人的角度与视

野作出分析评论，并展望事态发展的状

况，请来相关专家，深入讨论事件的真

相及内幕，为观众提供更多最新信息和

背景资料。

（三）论坛式评论型

1. 寰宇大战略。节目揭示在全球化

背景下各主要国家全球战略的最新格局

和动态，并提出对策建议，帮助观众洞

悉和把握错综复杂、变幻不定的国际大

势，同时为高端收视群的战略决策提供

有价值的参考资讯和意见。

2. 时事辩论会。辩论让事实越说

越清，真理越辩越明。在场内激辩的同

时，可通过现代科技，随时加入争论，

让您不再冷眼旁观。

3. 一虎一席谈。“这里不是一言

堂，所有的意见都备受尊重”是《一虎

一席谈》的宣传语，也是节目一贯的理

念。每周萃取社会、文化方面的焦点和

热点，胡一虎与当事人、各界学者及专

家一起各抒己见，发表精辟见解。节目

以讨论的形式，让多元思想代表现场针

锋相对，实话实说，直话直说，献上一

场热热闹闹的思想交锋。

二、凤凰卫视新闻评论节目特点

（一）选题内容与评论视角分析

1. 选题内容。在内地新闻竞争领

域，凤凰卫视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内地

的中央电视台，央视不仅占尽了中国的

政策优势和人才优势，最大的优势还是

作为国家媒体所拥有的新闻资源优势，

如拥有北京奥运会的独家转播权，只有

央视拥有国家召开重大会议新闻画面的

转播权。面临着激烈的新闻竞争，凤凰

卫视为大陆观众提供不同于中央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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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节目，是凤凰卫视在电视媒体竞争中

脱颖而出的良策。体现在新闻节目中，

就是凤凰卫视加大对国际新闻和涉及台

湾海峡新闻报道，以差异化内容与中央

电视台的节目竞争，为受众提供多样化

的节目选择。

2012年上半年，主要的话题就集中

在欧洲金融危机、法国俄国大选、金正

恩的上台、叙利亚危机、伊朗和朝鲜核

试验问题、中国和菲律宾还有日本的岛

屿争端、上合组织峰会、G20峰会等一

系列国际问题上，并且这些话题占了整

体新闻评论的50%以上。

同样是2012年上半年的选题中，香

港台湾自身的话题也占有一定比重，比

方说陈水扁的病情、暴雨造成的水灾、

梁振英的当选、双飞孕妇、香港立法委

的法案修正等等。

除了国际时事和香港台湾问题，无

论在节目设置还是在节目选题上，凤凰

卫视新闻评论节目都有意识地增强了对

大陆新闻事件的关注力度，向大陆观众

倾斜，制作符合内地受众收视需求的节

目，是凤凰卫视节目制作策略之一。这

也有虽然凤凰卫视地处香港但大部分观

众处于大陆的缘故。所以，在特殊的地

理环境、政策环境以及中西兼容的文化

氛围下，凤凰卫视新闻评论节目更多地

表现为一个“旁观者”的视角进行点评

和分析。

2. 评论视角。凤凰卫视一直强调

“用海外的眼光看中国，用中国的眼光

看世界”。强调凤凰卫视新闻评论的

视角是全球华人的视角。同时，凤凰卫

视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面镜子，可以让

更多的中国人了解海外人士是怎样看待

发生在自己周边的事。想要更好地了解

自己，最重要的一点是来源于他人的评

价，集合多种声音对中国人了解世界是

必要的。《新闻今日谈》的阮次山先生

就曾说过：评论不是结论，只是多一个

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所以评论员的视

角一般都比较客观，不会歇斯底里，也

不会认死理。

（二）节目形式与特色分析

1. 节目形式。凤凰卫视新闻评论节

目以锐意创新、独具个性的特点被电视

业界所称道。节目形式多以突出电视特

性的谈话类节目为主要形态，如《时事

开讲》节目开创电视评论节目的谈话节

目形态，不仅推动了凤凰卫视新闻评

论节目的发展，更影响了中国电视评

论节目的发展。《新闻今日谈》《震

海听风录》等都是谈话节目形态的延

伸和变化。除了谈话类评论节目，还

有辩论会形式的论坛类评论节目，如

《时事辩论会》《一虎一席谈》等。

主持人既报道新闻又发表评论的节

目，如《总编辑时间》。经过多年的

实践和摸索，凤凰卫视已形成多种形

态风格的评论节目，新闻述评、谈话

节目、辩论类节目构成了凤凰卫视完

整的“新闻评论带”，在一定程度上

推动了新闻评论的发展，也引发了人

们关于新闻评论节目的深思。

2. 节目特色。凤凰卫视成功的秘

诀很大程度取决于“说”上。凤凰卫视

评论节目大多体现了以“说”为主的特

点，主持人和嘉宾的话语是节目的主要

结构，不需要提供特别多和新鲜的视觉

素材。在演播室里侃侃而谈的单调画面

并不影响这些节目受欢迎的程度，因为

它们光话题部分就已经足够吸引人。这

些话语类节目现在已成为凤凰卫视的金

字招牌。

本来电视是以视觉为主的媒体，这

是它区别于广播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制

作节目时，画面常占据主角地位，语言

则辅助表现画面。那么现在这些话语类

的节目弱化了视觉因素，以人的话语为

主，为何也能获得成功？有学者认为电

视的本质是“人际口头语言传播通过电视

技术的放大”。凤凰卫视勤于办以“说”

为主的节目，顺应了当前话语类节目流行

的趋势，迎合了当今观众的需求。观众在

收看“凤凰”的话语类节目时就仿佛是处

于一种聊天的状态当中：当主持人、嘉宾

与自己观点一致时，就像是自己在发表意

见；而观点不一致时，又像是对方在与自

己争论。在这种虚拟的聊天过程当中，不

用费时费力，观众的心理需求和情感需求

都得到了满足。所以，“说”这种看似平

淡不足的节目形式，却成为凤凰评论节目

的最大特色。

（三）主持人与时事评论员的选择

分析

1. 节目主持的明星化。行政总裁刘

长乐在《时事开讲》开播之前曾明确提

出“三名战略”，其称“六年来，我们

努力打造出一批有特色的名主持人、名

评论员、名记者。”凤凰卫视正是走的

明星路线，通过对主持人和时事评论员

进行明星式的包装、宣传，来吸引更多

观众，例如该台的主持人吴小莉、陈鲁

豫、窦文涛等。

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经

费的紧张所致。作为一家私营的电视媒

体，凤凰卫视不可能拥有与中央电视台

一样雄厚的资源，所以大多数节目都是

低成本制作，只能以主持人或评论员的

谈话性节目为主，这就需要这些主持人

首先拥有一定的知名度，才可能让更多

的观众关注其节目与言论。

2. 时事评论员是打造品牌节目的核

心力量。行政总裁刘长乐曾说：评论是

新闻的最高台阶，它起到一种灯塔般的

导向作用。电视评论员的价值又可能超

过新闻报道本身，好的评论员往往能吸

引一批固定的观众。

在电视评论节目中，选择可担当这

个角色的时事评论员至关重要。时事评

论员，作为评论节目的核心人物和关键

因素，他们的特色决定了评论节目的特

色。而凤凰卫视新闻评论节目成功的关

键就在于拥有一支具有鲜明特色的时事

评论员队伍。

凤凰卫视的阮次山多年国外的生

活，使他具备了丰富的阅历以及在电

视业以外的政治素养。在他主持的节目

中，我们经常看见他依靠自己的专业知

识，以一口流利的英语与国外的政界名

流从容对话。这种对等交流带动了嘉宾

的情绪，促进了谈话节目现场互动模式的

形成，而且他们大都有丰富的平面媒体工

作经验，都在某一领域有深入的研究，堪

称某一领域的专家。阮次山先生担任过多

家报社的资深编辑，并在新加坡《联合早

报》、香港中文《亚洲周刊》、马来西亚

《星洲日报》、香港《凤凰周刊》等撰写

专栏。邱震海先生在香港《信报》“外交

捭阖”专栏的文章在亚太地区引起了密切

的注意，经常被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多

家报刊转载。

一方面，这些评论员和阅历对观众

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这些时

事评论员的年龄都偏大，观众会认为年

纪大的人可信度较高，（下转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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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31页）也更倾向于听取他们的

意见和观点；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具有

较强的语言表达功力，用质朴的口语深

入浅出直达人心。

（四）凤凰卫视新闻评论节目与央

视评论节目的差异

有句俗话叫做“内事看中央，外事

看凤凰”。央视新闻注重导向性，关注

评论问题的视角更注重新闻舆论的社会

效应；凤凰资讯更多是传递给观众客观

资讯，留给观众思考的空间更大一些，

它选取题材时可能更倾向于经济效益。 

（五）凤凰卫视新闻评论节目的不足

1. 评论题材过分集中，观点选题重

复。凤凰卫视评论节目过多也有着它的

弊端，一天当中，一星期当中，一个月

当中，全球能称之为大新闻事件的毕竟

有限，而每个独立的节目也不会说顾及

到别的节目已经选了某个话题而转去挑

选那些剩下没有多少评论价值的残渣。

这必将导致多个节目选题重复，让观众

在同时看了几个评论节目后，对一些节

目产生腻烦的感觉。

观点即使可以不同，但是凤凰一向

强调它的客观，所以每次也会提出多个

观点进行分析。每个节目都拥有多个观

点，多个观点重合难免有重复，所以无

法保证观众不产生厌恶感。

2. 工作人员分工不明确，没有明

确的专业分化。分工不明确也是观点选

题重复的原因之一。比方说，胡玲可以

是《新闻今日谈》的主持人，又可以是

记者。同样是《新闻今日谈》，阮次山

今天是嘉宾，明天可能会是主持人。姜

声扬是《时事开讲》的主持，又是《午

间特快》的资讯播音员，而《时事辩论

会》的嘉宾都有可能是该节目的幕后策

划。一个嘉宾同时上了这个节目又上那

个节目，在节目间选题相似的情况下难

免不能保证节目观点的不重复。

（作者简介：赵晓婧，华中科技

大学武昌分校新闻与法学学院新闻教研

室；孙玉凤，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新

闻与法学学院新闻教研室讲师）

和甘肃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蒙古族定居

点有着相似的经历，即都经历了在保留

传统文化和接受现代化之间做出选择的

阵痛，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产生了文化

自觉，进而对断裂的传统文化进行“修

补”或“重构”，不同的是蒙古族人借

助了民族精英和政府的力量，而长江源

村的藏族居民则主要是利用了电视。

差异产生认同，长江源村在移民

之后，在和汉族及其他民族的频繁交往

中，他们的民族认同意识增强了。对传

统文化的维护是民族认同的一种重要途

径，但是，传统文化已被消解，正在渐

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而电视通过对传统

文化的再现帮助人们唤回即将逝去的记

忆。另外，电视对传统文化的再现，唤

醒了人们的文化自觉，激发了人们保护

传统文化的热情，从这个意义上讲，电

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是有重要作用的，

同时对少数民族产生积极的传统文化认

同也是有益的。

当然，张瑞倩的研究只是个案，她

的“文化修补”理论是否具有普适性，

能否用来解释其他地区和其他民族大众

传媒对传统文化的影响，这还需要做更

多的民族志研究。

大众传媒对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认

同，笔者认为经历了从消极的认同到积

极的认同过程。

首先是全球化、现代性及大众传媒

的普及使少数民族接受了现代化的生活

方式和价值观念，他们开始视现代文化

为先进，而视本民族传统文化为落后，

从而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消极的

认同。但是随着对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

的深入学习，主要依靠学校和大众传

媒，随着知识的增加，少数民族能够更

加理性地看待现代文化和本民族传统文

化，再加上媒体呈现的本民族传统文化

消亡的报道和自己的亲身经历，他们保

护民族传统文化的意识开始觉醒，对传

统文化表现出积极的认同。这种积极的

认同促使他们投入到保护民族传统文化

的实践中去。

2004年，浙江电视台《亚妮专访》

的一期节目，讲述了一位叫王安江的苗

族老农为收集苗族古歌资料四处奔走求

救的感人故事。在现代文化的不断渗透

和影响之下，有着悠久历史的苗族古歌

正面临严峻的断层和消失的危险，但仅

凭一人之力却难以复兴。浙江电视台

《亚妮专访》栏目深入苗乡，对苗族古

歌的全面报道和全力支持，让人们看到

了正在消失的民族传统文化升腾而起的

希望。

杨丽萍编制的大型原生态歌舞《云

南映像》将云南彝、藏、佤、哈尼等10

多个民族的民族歌舞、服装、乐器、民

俗等民族文化形态搬上了现代艺术舞

台。在舞台上，粗犷奔放的肢体动作、

绚丽唯美的画面、空灵的音乐、略带野

性的山歌把人们渴望心灵的回归，灵魂

的升腾演绎得淋漓尽致。《云南映像》

虽然是通过舞台来演绎，但是，它的广

泛传播以至于家喻户晓，却是通过大众

传媒来完成的。所以，可以说《云南映

像》是民族文化和现代传媒结合的成功

之作，也是增强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认

同的成功之作。

小 结

大众传媒传播大量的异质文化，使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面临断裂、被解构和

碎片化，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地位受到

威胁，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认同危机由此

产生。但是，大众传媒的现代性使少数

民族的自我意识觉醒，面对日益消失的

传统文化，少数民族产生了文化自觉，

产生了文化自觉的少数民族开始利用大

众传媒对濒临消失的民族传统文化进行

修补、重构。具体的做法就是对正在消

失的传统文化进行报道，并利用各种方

式再现传统文化，帮助人们寻找已经濒

临消失的民族文化记忆，这对于增强少

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认同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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