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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蝉有声／庄迪澎专栏】我在《爱上女主播……》里提到，“主播明星化”的提法至少可

以有两种定义：一是指主播变成艺人似的现象，“艺人化”或“模特儿化”的提法比较贴

切；二是指主播凭其杰出的新闻专业表现而成为名主播。虽然如此，一般在讨论电视新闻主

播“明星化”时，通常是指谓第一种定义，为了使讨论的命题比较明确、具体，本文采用

“艺人化”这个提法讨论新闻主播成为“明星”的现象。 

电视新闻主播“艺人化”现象，不是单一

成因造成。我在《〈金视奖〉的政治经济

学》和《明星主播与“民族尊严”》里论

及，华语新闻节目有“吸金”能力，电视

台自然乐于“促销”主播以提高可以换算

成广告收益的收视率。对华语新闻组而

言，收视率与华语新闻节目的存亡息息相

关。因此，无论是电视台或华语新闻组，

打造“明星主播”都有乍看之下似乎很有

正当性的理由。 

作为商业机构，电视台却是以剥削主播的

员工权益的方式打造明星主播，原来微薄的薪金是给付主播从事新闻编采工作的酬劳，但是

主播在劳动却不止于新闻专业，还得兼顾正常劳动以外、原有薪金并不给付的额外劳动――

主持户外巡迴活动（roadshow）、应酬娱乐节目玩闹或与娱乐刊物“哈拉”无聊的八卦话

题，等等。换言之，电视台可从主播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之大，远大于一般新闻记者的剩余

价值。 

剥剥剥剥削成了削成了削成了削成了艺艺艺艺人化的人化的人化的人化的诱诱诱诱因因因因 

然而，吊诡的是，电视台对主播的剥削，却又成为催化主播本身对“艺人化”和“模特儿

化”即使不趋之若鹜，至少也不会抗拒的一个重要诱因。 

以首要媒体集团为例，它虽然是马来

西亚规模最大的媒体集团，且垄断私

营无线电视业务，获利很大，但旗下

新闻工作者的待遇不见得比其他媒体

较佳。主播看似风光，薪金却不高，

年资五年以下的主播，底薪加津贴所

得大约马币3500元左右；虽然可能较

文字媒体记者稍高，但是由于工作性

质的差异，主播的开支远比文字记者

高得多。基于维护个人和公司形象的

考虑，主播在公开场合亮相时得“自

觉”地打扮入时，让人眼前一亮，而

不是素颜邋遢的样子，而且因频密曝

光，在不同场合得避免穿“旧衣”（所谓“旧”，是指重复曝光），因而置装、美颜产品、

造型等各种奢侈消费就在所难免。而且，对这类奢侈品的档次要求，会随着浸淫电视圈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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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越长而不经意提高，进而需要更高的收入满足这方面的需要。 

显然，单凭电视台的薪金，要时时维持过风光亮丽的形象与优雅的生活格调，捉襟见肘是可

以预见的局面。更何况，主播也有得养家的。在这种情况下，接拍广告或为商业活动担任司

仪，就成了主播们重要的外快来源。业界的朋友透露，主播去当商业活动或企业晚宴的司

仪，一场可以要价马币两千元至四千元不等。相对于电视台给付的月薪，通过这些与他们的

专业领域无关的劳动所赚取的外快，真是太优渥了！ 

 

再说，电视台另一种变相的“剥削”方式，是不以永久编制雇员（permanent staff）方式

聘用新闻主播，而是采用每年更新聘约的约聘制，以致主播（以及新闻组其他员工）随时可

能会约满不续聘，这种情况足以成为主播及时接受外界工作邀约，以及尽力为名气保温以拉

抬续聘机率的诱因。 

不过，主播赚取这笔外快的能力有多高，除了取决于他们与生俱来或后天加工的花容月貌，

以及语言能力之外，还取决于他们的知名度和人气。虽然未必得先成为明星主播才有外快可

接，但是要维持外快源源不断且价码步步高升，成为明星主播是必要条件，而“艺人化”则

是促使主播能在最短时间成为“明星主播”的重要捷径。 

““““庸俗化庸俗化庸俗化庸俗化””””是主播的宿命是主播的宿命是主播的宿命是主播的宿命？？？？ 

虽然优秀的新闻专业表现也可能成为前述第二种定义的明星主播，但是新闻主播要凭着深自

砥砺练就的新闻编采功力脱颖而出，至少受制于三个不利因素：一、电视新闻过于精简，且

新闻时段十分有限，而且新闻内容优劣与主播没有必然关联（不像评论人必然是其文章的作

者，记者必然是新闻的撰稿人），因而不易让人把新闻品质和主播联想在一起；二、电视新

闻面对比报业更为严厉的管制和“监视”，在较易引起关注的政治新闻或揭秘新闻方面的发

挥空间太小，不易凭着震撼性的报道而令人印象深刻；三、只有关心时事的忠实新闻观众才

比较可能会留意所谓的新闻专业表现。 

反之，“艺人化”凭藉的不是主播的

新闻专业表现，而是与专业能力较无

关联（若无风马牛不相及）的“活

动”，例如成为各种商品（尤其是美

颜产品）的代言人、接受娱乐性质节

目访问谈论八卦和虚拟绯闻话题、感

情生活、展示身材服饰、掏出包包里

的东西满足粉丝和读者的偷窥欲、示

范中产阶级的饮食与生活品味等等。

这一切活动，都是比照娱乐圈演艺人

员的作业模式。 

至此，主播和艺人之间的新闻界与娱

乐圈的差异性已然消失，主播不再是“主播”。主播“艺人化”过程，也无可避免的是“庸

俗化”过程，但也正是因为“庸俗化”，才能产生“雅俗共赏”的效果，激发对新闻不感兴

趣的非典型观众“看”新闻／主播的欲望，主播才更容易和快捷地积累人气，成为“明星主

播”。同样是因为“庸俗化”，才有可能发生报纸的副刊、娱乐版和娱乐周刊竞相访问、宣

传的事情，曝光率因而大大提升。 

持平而论，这种“庸俗化”过程是主播在电视圈存活不得不屈从的结构性约束。首先，由于

Page 2 of 3庸俗化是主播的宿命？

20/12/2010http://www.merdekareview.com/pnews/16203.html



与电视台是雇佣关系，不得不配合电视台的宣传规划与包装；其次，面对娱乐圈媒体的访问

邀约，若是经常回拒或是不谈软话题，日久将成为行内“怪胎”， 背负“自命清高”、

“不懂做人”等标签是可以预见的下场。这么说似乎很悲观，仿佛“庸俗化”成了新闻主播

的宿命，而放弃新闻从业员的“身份”则是最后的归宿。虽说“主观能动性”是抗拒被大环

境同化的重要武器，但是在充满诱惑的环境里寄望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常常只能是可遇不可

求之事！ 

庄迪澎是《独立新闻在线》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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