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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餐文化”具有三个主要特点，
即“快”“贫”“赚”。“快”不仅仅指生产
者生产的速度快，也指产品传播的速
度快和消费者接收的速度快。“贫”是
说这种文化营养价值不高，多吃无益，
甚而伤身。“赚”则指它很容易形成规
模，为其制作者和产业链赢得经济效
益和社会声望。这三个特点有利有弊，
“快餐文化”就像一把双刃剑，尤其是
在“文化影响着国家发展的方向，决定
着这个国家能否跻身世界一流”①的
情况下，用得好可以披荆斩棘，用不好
却会伤及自身。

婚恋类节目的“快餐性”探讨
据统计，如果算上地方频道的室内

外相亲节目，如今的婚恋类节目大概
有 40多档。实际上，在此之前，中国婚
恋类节目也曾有过两次热潮，但此次
的电视婚恋类节目热显然有了其区别
以往的新特点。

首先，速度快。它没有冗余的形式
和环节，离开还是留下，三轮即可见分
晓，有些男嘉宾甚至刚出场就被淘汰
出局。也正是因为快，所以嘉宾们的话
语往往直接而赤裸，没有了细腻的交
流和探视，在这里传统的价值观被扭
曲、被异化。对此，中国传媒大学的教
授陈默说，这么快的速配交友，这种
“快餐式”的方式是对传统家庭观念的
颠覆。

其次，文化含量不高，营养价值不
丰富。长时间的收看此类节目，观众不
会有太大的收获，甚至会产生消极的
导向。“电视机很有可能会成为新的特

洛伊木马，它能钻进一般人的大脑和
心灵，将他变成市侩和卑劣的小人。”
②也许情况并没有这位美学专家所说
的那么悲观，但是电视的影响力依然
毋庸置疑，斐济的少女们被美国的肥
皂剧改变了审美标准是一个活生生的
例子，③或许尼克松的话更为直观：
“今天坐在电视旁如痴如迷的年轻人，
成不了明天的领袖。”④

最后，电视婚恋类节目的获利空
间巨大。以央视的电视节目评估标准
为例，一个节目要想上马必须有三个
指标评估：客观评价指标、主观评价指
标、成本指标。这三项指标各以 50%、
30%和 20%的比重相综合，形成对节
目的评估。各省份对节目的评估标准
也与央视大同小异，所以各卫视的婚
恋类节目纷纷上马，显然其中有着丰
厚的利润，而其中的佼佼者 《非诚勿
扰》更是水涨船高，吸金能力技压群
“婚”。“以一期《非诚勿扰》节目为例，
记者对其广告收益进行了统计。节目
中共插播了 4 次广告，每次时长 2~4
分钟，共播出广告 44 条，总时长 12 分
钟。按每 15秒 20万元计算，这些广告
就能创造至少 960 万元的广告收入。
这还不算节目开始前和结束后的广告
以及节目冠名费用。”⑤而这类节目的
制作成本与普通的演播室节目并无太
大的差别，其中的利润之丰厚令人咋
舌。

由此看出，电视婚恋类节目和“快
餐文化”的三大特点“快”“贫”“赚”是
完全吻合的。其实并不仅仅是电视娱
乐节目，从 1958 年的《一口菜饼子》一

路走来，五十年一梦“扬独家之优势，
汇天下之精华”，电视剧早就博得了
“文化快餐”的“薄幸名”。《蜗居》导演
滕华弢在接受北京电视台记者专访时
说：“电视剧以往给大家的感觉更多的
是‘快餐文化’，要不就是很粗糙的一
些东西，我跟六六的这三部合作，我们
是希望能够给当下留下一些纪念，给
21世纪初的中国留下一些东西。”然而
这样的辩白却显得很单薄，尤其是在
“2010 年年产电视剧 436 部，1.4 万多
集”⑥的数据面前，这么多部电视剧给
人们留下印象的却寥寥无几。同样面
临诘难的还有新闻类节目，受制于其
时效性，许多新闻只有三分钟的热度
而没有负责到底的精神，并且有学者
指出，新闻画面常常会引起反作用，如
对枪杀现场的渲染会引起人们的恐
慌。

电视文化本身具有“快餐性”
首先，电视受节目时间的限制，在

有限的节目时间内很难深层次地表达
出完整的思想。“电视只赋予了一部分
快思手以特权，让他们去提供文化快
餐，提供事先已经消化过的文化粮食，
提供预先早已形成的思想。”同时在有
限的时间里，观众往往无法深入的思
考，除非是具有“在谁也不能思维的条
件下进行思维的特殊类型的思想者”。
⑦

其次，电视受其视听语言表达方
式的制约，电视声画结合的传播方式
使得其通俗易懂，但也带来了暧昧性。
恰如艾因汉姆在《电视作为艺术》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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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电视虽然征服了时间和空间的新
胜利，意味着感觉世界的内容变得更
加丰富，但它同时也助长了受众对于
感官刺激的盲目追求。”并且画面内容
的易接受注定了其思想含量难以深
刻，与文字形式的传播方式相比缺乏
深度性，虽然电视在视听之余辅以了
字幕等手法的补充，但传播过程中的
“文化折扣”现象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
问题，“各族群的文化差异、方言、字
幕、配音、服饰、肤色、节奏等都是导致
文化折扣的重要因素。”⑧

最后，电视的产业化运作，电视节
目的“流水线”式生产也是导致其落入
“文化快餐”怀抱的重要原因。产业化
运作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它给电
视行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同时却
不得不面临难出精品的问题：其一，
“流水线”式的制作生产出的产品往往
具有相似性，虽然在电视节目质量普
遍不高的情况下能够暂时性地提升产
品质量，但长远来看却会压抑节目个
性的自由发展。其二，产业化的进程必
然会引起经济因素对电视更大的干
扰，“若电视场被经济场通过收视率加
以控制，那么借助整个电视场的作用，
经济场又必然会间接地对文化生产场
进行控制。”⑨

“快餐性”给电视带来的便利
首先，电视的快速和易接受让我

们在有限的生命中可以了解更多的知
识，并且也让更多的领域为普通大众
所了解。大量的文化遗产经电视宣传
后声名远播，《红楼梦》等大批优秀文
学名著，孔子等大批文化名人通过电
视的媒介渠道，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熟
知。

其次，电视的内容浅显反而增加
了其“娱乐功能”，人们在繁忙的工作
之余，可以借以放松心情。人们在繁琐
的生活中，可以借此逃避纷扰。“电视

自诞生以来，便与娱乐结伴，它是为人
们提供娱乐的，或者说观众看电视是
为了娱乐和消闲，后来电视虽然增加
了其他因素，但娱乐仍是其主要功能
之一。”⑩

最后，广播电视是朝阳产业，蕴涵
着无限的潜力。广播电视产业为国家
的经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样
自身也得到了发展，产业化为广播电
视的设备提升提供了空间，使得在全
球化竞争的今天，不会输在设备的起
跑线上。

如何克服电视文化 “快餐性”带
来的缺陷

首先，广播电视文化的从业人员
要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不仅仅是专
业能力优秀，还要有深厚的文化功底。
“飞天奖”的评委仲呈祥说：“文学性是
当代一切艺术的基础，电视工作者们
都是踩在文学的肩膀上登上艺术的阶
梯的。”掌握好一门技术只是单纯的匠
人，而用技术表现出深厚的内涵才是
真正的艺术家，若广播电视的从业人
员都有过硬的综合素质，就不会出现
“国内的年轻编剧选拔缺位，剧本市场
仍存在着高质量剧本缺乏和制作公司
生产原料不足的问题”。輥輯訛

其次，要发挥好媒介评论的作用。
就现状而言，中国电视评论者是缺位
的，究其原因有两点：其一，电视从业
人员没有意识到媒介批评的重要性。
对此，仲呈祥作出了很好的榜样，“在
1990 年《渴望》热播的时候，他就邀请
了一批评论家参与该剧的研讨会，虽
然遭到了很多电视工作者的反对，但
他却坚持自己的做法，他认为，电视要
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包容的心态”輥輰訛。
其二，媒介评论人员自身思想缺乏，理
论功底不扎实，面对瞬息万变的屏幕，
墨守成规的批评方法和意识带来的结
果只能是一声叹息。

再次，广大观众也是克服缺陷的
强大有生力量。“电视文化将平民化的
文化趣味作为主流甚至唯一的文化趣
味，迎合的是文化公民‘最低的共同文
化’，排斥包括精英文化、边缘文化等
在内的所有其他文化需求，是以大众
的名义所实施的一种一元专制。”輥輱訛在
此种情况下，消费者应该提升自己的
媒介素养，齐心协力，甚至可以成立电
视维权组织，以真正民主的名义向“伪
民主”的收视率作坚决的斗争。

最后，用其他媒介来弥补自身的
不足。“媒介的影响之所以强烈，恰恰
是因为另一种媒介变成了它的内容。”
媒介之间的合作，不仅可以弥补自身
的缺陷，而且能够打造一个全新的立
体多角度的平台。

（作者单位：浙江媒体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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