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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讲坛》死亡《百家讲坛》死亡倒计时？阎崇年挨打，于丹受威胁，收视
率在过去的两个月已经被挤出央视
科教频道的前10名。创立于2001年
的央视《百家讲坛》，转瞬已整整 7
年。七年之痒，在易中天、于丹等学
术明星的火爆之后，目前的《百家讲
坛》已陷入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同
时，其娱乐化庸俗化的倾向也一再被
学界和观众所诟病。

这个时代，所谓娱乐至死，或是
娱乐到死，或是因为娱乐，所以死了。

死亡倒计时，现在开始！

前 言

从汉代人物到品三国，再到此次的“诸子百
家”，易中天沿着一条上溯的路线品读中国历
史。但有点意外的是，媒体对他此次复出“救
市”话题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诸子百家本身的
关注。

采访易中天的那几天，《百家讲坛》正在播
诸子百家之“儒墨之争”。针对“救市”之说，他
的回应是：“这个题材不是救市，诸子百家对于
观众来说是陌生的，而且不那么有趣，靠它来拉
动收视率是不可能的。”

有关《百家讲坛》走入窘境的声音，早在此
次“救市”说之前的今年年初，就已经见诸报
端。一位不愿具名的央视科教频道(央视十套)
的节目编导告诉记者：“现在科教频道的 24档
节目中，《百家讲坛》在9月、10月份的收视排名
已经跌到了十名开外，最低的时候是第 18位，
已经处于中下游水平。”

这位编导评价说：“跟之前稳居第一的日子
不可同日而语了，这有其他节目发力的原因，但
主要还是自己出了问题。”

来自观众的审美疲劳也显而易见。一位原
来喜欢《百家讲坛》的观众告诉记者，现在的节
目到底好不好看，她没法评论，“因为这段时间
根本就没看”。而在百度的“百家讲坛吧”，网友
各种批评性的言论随处可见。

《百家讲坛》的衰微气象，从今年主讲人的
火爆程度也可见一斑。2005 年《百家讲坛》推
出刘心武与纪连海，2006年易中天和于丹更是
异常火爆，到了2007年，栏目大力推荐王立群、
蒙曼等，声势明显弱了很多。到了 2008 年，后
继无人的栏目只能让刘心武、易中天等老面孔
轮番上阵，重新出山。

即使老面孔，也不一定靠得住。
与此同时，之前《百家讲坛》系列图书市场

上“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状态，也堕入低谷。在
北京著名的第三极书局，本月初的销售排行榜
上，前十位已经难觅百家讲坛系列图书的踪影，
成绩最好的是阎崇年的《康熙大帝》，排在第19
位，其他的书店情况也类似。

《百家讲坛》主讲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孔
庆东表示，任何事物都有其高潮低潮，这是自
然规律。他对该节目的一贯态度是：“百家讲
坛过分追求娱乐、摒弃思想，这是我早就批评、
一直批评的。”

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李浩，同时也是古代
文学方向的教授，他近期发表的文章《<百家讲
坛>现象批判：吊诡的大变脸》，将《百家讲坛》
称作“三无”产品，即“无学术、无学理、无学
者”。

早期《百家讲坛》走的是精英路线。对它
的前期节目，李浩是肯定的，但对后期也就是

“变脸”之后的节目他主要持批判态度。“有个
很耐人寻味的现象，在我们圈内公认的优秀学
者，比如叶嘉莹，学问好，口才也好，于丹见了
她也毕恭毕敬的，口称学生，但在《百家讲坛》
就火不起来。再比如傅佩荣，在台湾大学主攻
哲学的，他有西学背景，也有旧学根底。他讲
课我听过，有学理有问题意识，无一句无出处，
人又儒雅，口才也极佳。但可惜的是，按他自
己的说法，‘于丹把我挤出了百家讲坛’。”

李浩说：“这说明什么？说明《百家讲坛》
不认专家，不注重专业。”

让一个领域的专家讲述另一个专业的内
容，这几乎成了主讲人能火爆的铁律，刘心武、
易中天、于丹等人莫不是如此。

《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不仅在央视讲，也会
接受其他电视台的邀请做讲座，其显示出的娱
乐化倾向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纪连海在上
海纪实频道《文化中国》节目中谈到大禹治水
时，发表新解：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另有隐
情，因为“大禹生命中还有另外一个女人”。此
论一出，一片哗然。

在《娱乐至死》中，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
提到了娱乐遵循的三个原则：第一，你不能有
前提条件，观众在观看你的节目时，不需要具
备其他知识；第二，你不能给观众出难题，动脑
筋的事儿别涉及；第三，你应该像躲避瘟神一
样避开阐述、争论、假设、讨论、说理、辩驳或其
他传统演说方法。

这三条，条条都像针对《百家讲坛》而言，
似乎在提醒观众：这是一个娱乐节目。

改不改或许都是死
2008年的一次制片人峰会上，中国传媒大

学文学院院长苗棣对《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
说：“你们《百家讲坛》的形式就不能换一换,总
是那么一个破桌子?”作为《百家讲坛》的坛主，
万卫给出的答案是：“不能变。”而在网络调查
中，面对“《百家讲坛》目前刻板的讲堂形式需
不需要变革”的问题，超过一半网民认为“迫切
需要，否则观众流失更严重”。

无论精英分子，还是草根，都希望在《百家讲
坛》上实现对话，意图让持不同意见者占据一样
强势的平台。魏明伦就直斥《百家讲坛》垄断了
无法对答的话语霸权，“《百家讲坛》可否另设一
席，请海内外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俊杰，与易中天

‘教父’、于丹‘圣母’对话《三国》，答辩《论语》？”
对于百家讲坛的模式，易中天觉得无法改

革，他斩钉截铁地说，互动是不可能的，场场自
发的提问，根本不可能，只有找托儿，找托儿还
不如不做。“这是不懂行的意见。”

由于缺乏对话的渠道，外部的草根力量开
始以一种令人惊异的形式，向《百家讲坛》发起
冲击，网友“大汉之风”掌掴阎崇年事件是一个
极端例子。

掌掴事件之后，网友韩江雪又以一种相对
柔和的形式，与《百家讲坛》形成了一种对峙状
态。他以山寨版《百家讲坛》主讲人的身份，拍
了一段6小时的视频，专讲岳飞的《从靖康耻到
风波亭》，上传到播客(视频分享)几天，3天内的
点击率就超过3万，被人称作“民间易中天”。

易中天不想对《百家讲坛》的未来做预测，
也不喜欢说电视栏目有个寿命。“我不太喜欢那
些人讲规律之类的话，我不太喜欢听这种话。
那是先验的，不是经验的。不是有人讲，楼价跌
一分我就道歉，只好道歉。你少说这种预言好
不好？”

李浩说，虽然《百家讲坛》一直想推新人、新
选题、新思路，但从传播学的原理来看，大众的
兴奋期已过，不会再亢奋了，更不会再如痴如醉
了。“《百家讲坛》已进入了衰退时期，将成为一
段历史。”他说。 摘自《南都周刊》

娱乐化与伪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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