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走进美国电视

陆　生　著





１　　　　

序

　　这是一本关于电视的书，确实不可多得，很有意思。

我最初的想法，是把写作这本书作为一项学习任务交给

陆生。陆生是我们送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年轻干部，

台里对她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我们觉得，对于这样一位有过

实践经验的电视工作者，在学习之余，对美国电视进行专题研

究与深入思考，是非常必要的，这对她本人是一个激励与鼓

舞，也为国内同行了解美国电视的产业模式与发展趋势，提供

了一些参考。

当她把书稿交给我，并请我作序时，我准备以一种阅读学

术文章的习惯来浏览它，没想到一口气就读完了，有期待中的

满意，更有一些意外的惊喜。

我曾经叮嘱过她，关于美国电视的中文书已经出版了不

少，国内同行对美国电视也并不陌生，你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

哪里？就在于要把自己融进去，要在书中处处体现“你”的影

子，是你在行走美国，走进电视，评点得失，激扬文字。她做

到了。

但令我意外的是它的好读与有趣。这是一本学术性的书

籍，却没有拘泥于论文的规范，它立足电视，又旁征博引，引人

入胜。我们常常说，由浅入深易，由深入浅难。然而，这本书

却介绍得深入浅出，分析得妙趣横生。这也许与作者多年的

教育电视实践有关，因为我们教育电视的特征，就是要把知识

说生动、说活泼，说得人人都爱听、听得懂。这种可读性、趣味



２　　　　

性不是哗众取宠，它需要知识的积累，需要表达的技巧，更是

陆生认真生活、用心体察的结果。

作者以一名中国电视工作者的身份，与美国电视同行进

行了广泛的交流，并向一些世界知名的电视主播、制作人请

教，从而写出了自己对美国电视发展的观察与思考，同时对美

国电视过度商业化的弊端不乏批评；又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对

海外留学生活、美国社会文化有自己独特的体会，令人读来有

所感，有所思，有所悟。

陆生于２００１年７月从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来到上海教

育电视台工作，先后在总编室、广告部任职。在出国之前，她

担任台长助理兼总编室主任，为台里的布局与规划、频道的经

营与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我对她最深的印象，是她的灵气、

悟性、兼容性，以及积极进取却又不事张扬的风格。

从后记中，我才知道，她写这本书确实不容易。在为学业

紧张拼搏的同时，为了联系采访，她前前后后写了几百封信，

到处想办法结识美国电视同行，因此掌握了大量丰富、感性的

第一手资料，并在回国后，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书稿。

这些年，她一步一个脚印，走得踏实，却又长进迅速。作

为她的领导与长者，我觉得很欣慰。我也可以很自豪地说，是

教育电视台培养了她。如今，她又挑起了副台长的重任。我

充分相信，她能够运用自己所学，在上海教育电视台这个舞台

上，在中国教育电视这片大有可为的领域中，继续努力，不断

成长。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这本书。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６日

（本序作者为上海教育电视台台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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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一 章

电视网的困境与希望



ABC创始人莱昂纳多·古德森

CBS创始人威廉姆·佩利（左）与早期的摄像机NBC创始人大卫·沙诺夫

电视新闻的开创者爱德华·默罗



作者与纽约公共电视台台长威廉姆·贝克

鲁伯特·默多克在FOX附属电视台大会上CBS总裁莱斯利·莫维斯（左）与维亚康姆主席雷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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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友记》在NBC热播10年

NBC新闻发布会，左一为总裁杰夫·朱克



CBS把节目信息印在超市里的鸡蛋上以宣传推广早期的电视机，中间为荧屏

CBS总部

ABC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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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ＢＣ：从第一家电视网到ＧＥ成员

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街心花园，花园里竖立着一对夫妻

的纪念碑，丈夫叫伊思德·施特劳斯（Ｉｓｉｄｏｒ　Ｓｔｒａｕｓ），是世界

上最大的百货公司———梅西百货（Ｍａｃｙｓ）的开创者。妻子叫

伊达。１９１２年４月１５日，他们在“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中双

双丧生。在当时的危急情况下，船员们让妇女和儿童首先登

上救生艇。然而，伊达拒绝离开丈夫逃生。她对丈夫说：“我

们已经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你去哪儿，我去哪儿。”他们平静

地坐在甲板的椅子上，直至淹没在海水中。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这对夫妻一样情意深重，置生死于

度外。当一艘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豪华巨轮，在海难面前突然

变成了一叶孤舟，与外界的联系便成为唯一的支柱。直至最

后一刻，“泰坦尼克”号一直向外界疯狂地发送无线求救信号。

７０５个得以生还的乘客，都是由于一艘５８英里之外的航船收

到了这个信号，调转航线前往营救。

在纽约，一个叫大卫·沙诺夫（Ｄａｖｉｄ　Ｓａｒｎｏｆｆ）的发报员

收到了这个微弱的信号。接下来，他不间断地工作了７２小

时，将船上发来的电报转译为文字，成为“泰坦尼克”号与所有

乘客的家人、媒体之间联系的唯一纽带。沙诺夫曾经回忆说：

“似乎整个焦灼而悲痛的世界，都与我的耳机贴在一起。”

每当坐在那个街心花园的时候，我都会想，是不是这种对

人类灾难的亲历和转叙，使沙诺夫意识到技术与传播的巨大力

量，从而对他日后开创ＮＢ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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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广播公司），乃至成为ＮＢＣ母公司ＲＣＡ（Ｒａｄｉｏ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总裁，并进一步被称为“美国

电视之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成立于１９２６年的ＮＢＣ，是美国第一家广播网，最初是覆

盖全国的电台网络。刚刚走出经济大萧条的美国社会，广播

电台达到空前的普及与繁荣，创办者沙诺夫却并没有陶醉其

中，他把自己锁在工作室里，埋头研制电视机。１９３９年４月

２０日，沙诺夫站在摄像机前宣布：“现在我们将图像加入声音

中，在这一时刻，我满怀谦卑之心，因为它将如希望的火炬，照

耀未来。”

１０天后，在纽约市召开的世界博览会上，ＮＢＣ展出了世

界上第一台黑白电视机。人们在这个不可思议的魔盒前议论

纷纷：这真的可以装下一个丰富的世界？

沙诺夫为一台电视机标价是一辆普通轿车的三分之一。

美国进入“二战”后，沙诺夫的电视梦想被暂时搁置了。

１９４５年９月１日，当日本签下投降书时，ＮＢＣ记者就在现场。

然而，人们必须等待９天才能看到节目。这在当时无关紧

要———因为没有多少观众。整个美国，只有９家商业电视台，

大约有７　５００台电视机。它们被两类人拥有，或是非常富有

的阶层，或是新技术的狂热爱好者。

１９５７年９月７日，在ＮＢＣ的荧屏上，一只橙、黄、绿、蓝、

紫、褐六种颜色的动画孔雀缓缓地打开羽毛。主持人宣告：

“以下节目将带给你生动的彩色，在ＮＢＣ！”ＮＢＣ打开了它的

ｌｏｇｏ，也从此打开了电视彩色播出的历史。

直到今天，绝大多数电视台纷纷抛弃了五彩缤纷的ｌｏｇｏ，

认为它浮夸、肤浅，然而，ＮＢＣ的标志依然保持着六色的孔雀

ＮＢＣ：从第一家电视网到ＧＥ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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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以印证它对彩色电视的贡献以及昔日的辉煌———它创

造了电视发展史上许多的第一：

１９４１年７月１日，一家手表公司付给 ＮＢＣ的纽约电视

台９美元，让手表出现在荧屏上。电视广告从此开始。

１９４７年，ＮＢＣ于周日上午开播政治谈话节目《会见新闻

界》（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在主持人的引领下，一组专家就政治、

经济、外交等话题展开圆桌式的讨论。今天，它已成为美国电

视史上除肥皂剧之外，播出时间最长的栏目。

１９５２年，ＮＢＣ开创了第一档晨间新闻节目《今天》（Ｔｈｅ

Ｔｏｄａｙ　Ｓｈｏｗ），又被称为“早餐电视”，包含硬新闻、实用信息、

轻松娱乐以及愉快对话，成为美国人最喜爱的起床方式。

１９５４年，第一档夜间脱口秀《今晚秀》（Ｔｈｅ　Ｔｏｎｉｇｈｔ

Ｓｈｏｗ），通过喜剧独白、名人访谈、音乐表演，改变了整个国家

的睡眠习惯。

１９７５年，综艺小品节目《星期六晚间直播》（Ｓａｔｕｒｄａｙ

Ｎｉｇｈｔ　Ｌｉｖｅ）开播，以讽刺性的幽默见长，直播喜剧表演。

ＮＢＣ开创的这些政治谈话、晨间新闻、晚间脱口秀、综艺

小品节目，其基本样式乃至播出时间一直保留至今，并被其他

电视网纷纷效仿。

今天在美国，全国范围内的电视网主要有四家：ＣＢＳ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ＡＢ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美国广播公司）、ＦＯＸ（福

克斯电视网）和ＮＢＣ。每个电视网与全国各地的电视台形成

一种节目提供与利益共享的关系，电视网每周向各地电视台

提供一定数量的节目，在固定、统一的时段播出，双方各自经

营一定的广告时间。

四大电视网各自拥有２００多个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即附属

走进美国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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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电视台，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基本覆盖全国市场，从而

进行广告营销。而在这些电视台中，又有 １０—３０ 家是

ｏｗｎｅｄ－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ｅｄ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即电视网拥有并运营的直属

台。在非电视网节目时间内，各附属电视台可以自主安排节

目播出和广告经营。

因此，在电视网的经营中，至关重要的有两点：一是节目

质量的好坏；二是与地方台的关系。而这两个方面自然又息

息相关。例如，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季，ＮＢＣ希望将《今天》从三个小

时扩展至四个小时，就必须与各地附属台协商，希望它们取消

原本播出的一个小时节目，从而完整转播《今天》。附属台对

于电视网提供的节目内容没有主动权。它们的自主性在于，

可以脱离原先的电视网，加入到另外一个电视网。

ＮＢＣ的总部位于纽约洛克菲勒中心３０号，在第五大道

和第七大道之间。我经常路过那里。在洛勒菲勒中心，有经

常在电影中出现的滑冰场，世界上最大的圣诞树，还有那幢印

着彩色孔雀标志的大厦。我始终相信每个电视网都是有性格

的，而ＮＢＣ的性格就如同它的标志，一种温柔的绚烂，多彩但

不刺目。

我想，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ＮＢＣ在组织构架和

管理体制上与它的竞争对手ＣＢＳ及 ＡＢＣ不同。直至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ＣＢＳ与ＡＢＣ两家电视网都是作为独立的公司而

存在的。而ＮＢＣ自诞生之日起，就隶属于美国无线电公司

ＲＣＡ，并且就在ＲＣＡ的大厦中办公。ＮＢＣ的许多决策必须

通过ＲＣＡ，这使得它多了一些行事低调、不事张扬的色彩。

据说，当年三大电视网的总裁也各有特色：ＣＢＳ的总裁是嚣

张霸气溢于言表；ＡＢＣ的总裁是温和中蕴藏着精明与犀利；

而人们经常忘了ＮＢＣ的总裁是谁，记住的则是ＲＣＡ的总裁

ＮＢＣ：从第一家电视网到ＧＥ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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