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频道·栏目·节目

电视研究·TV RESEARCH 95

CHANNEL·COLUMN·PROGRAM

城市电视台与城市文化建构
●  黎明职业大学 / 沈文锋

目前我国城市化率已超过 47%，成为 30年来城

市化率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①。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对城市电视台的研究，将聚焦到城市电视台和城

市的关系上，尤其是城市电视台如何建构新的城市文

化模式。

城市文化包含狭义的“城市性的文化”和广义的

“城市中的文化”。“城市性的文化”指那些伴随着城市

现代化发展，尤其是以人口聚集而产生的文化共享需

求、以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便捷传播可能和

以商品交换为目标的文化产品生产而出现的大众文化。

它们更多地进入了文化批评的视野。城市文化还有更

多的“城市中的文化”，因无法商业化而失去市场，因

无法工业化而使手艺失传，因无法适应青年一代的欣

赏趣味而日益萎缩。因此，把视野从“城市性的文化”

放宽到“城市中的文化”，恢复城市文化的本土性、历

史性和层积性应成为一种文化自觉。“城市中的文化”

分为四大类：一是城市化进程所创造的当地文化传统，

包括古代文化的遗存和近现代的历史记忆，以及更重

要的市民生活方式的变迁；二是城市向农村扩张中，

被城市化了的乡村文化通过被转变成城市民俗而得到

一定程度保留，如民间工艺、戏曲、节庆习俗等；三

是城市移民，如农民工带来的异地文化传统；四是以

市民意识为基础的市民文化②。

各种形态的城市文化经历了长时间的孕育和反复

塑造，通过文化基因的遗传和外来因素的不断冲击才

逐步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历史始终

是城市文化中极其重要的文化基因。比如西安，3000

多年的建城史和 1100多年的建都史，形成了世界城市

中罕见的文化积淀。再如 1980年才成立特区的深圳

市，长期被认为没有文化根基，深圳市文化局于 2001

年 6月正式向市政府提交深圳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

城的报告，指出深圳的历史始于 6700年前的新石器时

代中期，有意强调深圳的城市史已有 1600多年。它体

现了历史对于一个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美国哲学

家爱默生说过一句话：“城市是靠记忆而存在的。”文

化为寻根的城市人找到精神家园。

人类通过运用符号的方式创造了文化，而历史凭

借符号才得以记载下来。“在当代，城市电视台是城市

记忆最重要的容器之一。我们把电视作为中国的第一

传媒，就是认识到电视是我们民族向心力的标准⋯⋯

承担着如此重要的塑造记忆的作用。”③城市电视台

以其生动的音像手段成为其他记忆方式所无法替代的

“城市日记”，比如城市新闻、纪录片（专题片）、文体

节目等，都是记录城市文化的手段，全面丰富地展现

出城市发展中所有有意味的事件。日后，这些“日记”

将提供给人们关于过去的“真实”的景象。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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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电视台在日复一日的符号化或者文化化城市的同

时，也成为现代城市文化的重要标志和组成部分。城

市电视台由于直接而迅速地反映市民生活而具有很强

的文化生命力，她通过传播城市文化达成与市民的对

话，在反映、建构城市形象，塑造城市文化内涵的同

时也在影响着城市的发展；而依托城市，塑造城市，

正是城市电视台的着力所在。城市是城市电视台的根

基，也是其身份证明。

对于某个城市来说，独特的地方文化价值是城市

电视台所具有的优势。“一个地方的历史传统构成了这

个地方独一无二的文化内涵与精神品质，它体现在每

一个普通人（如市民、记者、主持人）的言谈举止、

行为方式和价值经验中。地方上的这些民众及其构成

的市民社会是地方的社会主体，他们融合、承载着物

质和历史两个维度，是地方概念的核心与灵魂。” ④城

市电视台更容易被市民们体认为“我们的”电视台，

更容易获得亲近感和认同感，更容易产生它在“我们

身边”。为“我们所有”等这样的印象，这是由于文化

身份而获得的心理认同，城市电视台由此获得市民代

言的文化主体身份。“文化认同是在共同的语言、民族

传统、风俗习惯、价值观、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地

理环境等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它是对人们之间或个人

同群体之间共同性的一种确认。”⑤而对于市委市政府

来说，城市电视台亦是自己的电视台，为其所用。此

时城市电视台代表城市权力机构成为发言的主体，履

行宣传的职能。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为模式，采用

的是以文化认同获取市民政治认同的传播策略。也就

是说，观众通过城市电视台寻找的是自己的文化身份。

从这个角度观察可以发现观众更加积极主动的一面，

方言节目的盛行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如泉州电视台

闽南语频道开播后收视率节节攀升，开播不久其收视

份额在泉州 60多个免费频道中即稳定在 16%以上。

城市电视台的文化身份把自身和城市联系起来，

通过传播文化理念、文化形态来进行文化的引导和建

构。城市电视台不但是传播媒介，亦是城市文化的型

塑者，具有从底层、从市民、从地方文化的角度来确

认自己的文化身份的趋势。城市电视台立足城市的文

化建构，以期培植起广泛认同的城市文化。当下，城

市电视台对城市文化的建构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政治文化。源于宣传地位，城市电视台最容易体

现出城市政治文化的特征。电视记录了城市的发展历

史，既反映了整个国家的时代背景，也有本土的特色。

有人把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称为“群体时代”⑥，对

此城市电视台要充分注意到“群体时代”的特点，建

立起更加理性、开放和深刻的文化观念。

传统文化。传统文化长期存在于民间，成为地域

色彩浓郁的城市文化的重要部分，在城市化后被重新

挖掘出某种城市精神，然而却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与

现代化的矛盾。传统在当下的状态既表现为文化自身

发展的一面，同时又表现为被现代化收编的一面。因

此，城市电视台应致力于重新建构传统，为现代化服

务，为经济建设服务。

外来工文化。城市化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

建设成就的一个集中体现。而外来工现象又是城市化

进程中存在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外来务工人员不

但改变了城市的人口结构，而且使城市文化结构也发

生了变化。对于城市文化来说，外来工现象涉及文化

融合的问题，是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现象。文化冲突

与文化融合是一个全球性话题。为数众多的农民工为

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城市电视台关注其

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培训等问题，聚焦其融入本地

文化、成为“新城市人”的过程，是建构新型城市文

化观念的代表。

公共文化。城市电视台同时具有宣传和经营的功

能，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媒体实践，也就必然影响到

城市文化的塑造。因此，协调处理不同主体的权利诉

求，培养公共文化，打造公共文化平台将是今后城市

电视台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如果说，城市化奠定了城市电视台发展的物质基

础，广电政策催生了城市电视台发展规模的话，那么

城市文化则为城市电视台的发展空间打开了一扇大门。

城市电视台由于最贴近城市，敏锐感应城市文化的发

展变化，所以其基本特点就是对城市文化的强烈认同。

城市电视台通过介入城市文化建设，宣传先进的文化

观念，报道不同文化的融合，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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