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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文化趨勢下的本土文化電視節目發展 

－以閱聽人收視探索台灣類型節目為例∗
 

 
中文摘要 

 
本文的目的是希望了解在全球文化電視節目的趨勢下，閱聽人收看本土文

化電視節目的動機，以及他們如何定義本土文化。 
 

本文認為，作為一種特殊的電視文本不能單從全球電視節目的產製、行銷

來理解，因為本土文化節目可以反映台灣政治轉化軌跡的政治意涵，而從本土

文化節目和閱聽人的角度出發則可以深化對於文本－閱聽人關係的瞭解。 

 
關鍵字：本土化、本土文化、全球化、閱聽人 
 
The delvelopment of the television program of local cultural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A study of the viewing of the genre of “discovering Taiwa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understand motives of audiences who choose to 
watch local television programs, and to define the “local cultur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a special television text cannot be understood from the 
prospect of global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only, because local programs reflect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political change of Taiwan. 

Furthermore, we can understand text-audience relation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cultural programs and audiences. 

 
Key words：audience、globalization、localization、loc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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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做為一種特殊的電視文本，本土文化節目有其反映台灣政治轉化軌跡的政

治意涵，更有其作為商業電視文化商品的經濟意涵。當傳播科技日益發展之際

，電視媒體的文本政治或文本經濟不能單從全球電視節目的產製、行銷來理解

，也必須從本土節目、閱聽人的角度來探討，以深化對本土文化電視節目的文

本－閱聽人關係（text-audience relationship）的瞭解。 
 
在台灣，本土化電視節目的興起一方面是受到政治環境的影響，另一方面

就是這些本土文化電視節目的推出正好符合了觀眾需求與品味，自一九九六年

衛視中文台推出〈台灣探險隊〉節目之後，許多同性質節目的湧現，如三立台

灣台〈在台灣的故事〉、三立都會台〈台灣全紀錄〉、八大〈勇闖美麗島〉等，

這一類以探索台灣本土風貌為主的節目在近五年不斷出現，代表觀眾對這類節

目的肯定，所以本文希望藉由閱聽人收看本土文化電視節目的訪談中來了解全

球文化與本土文化之間的關連性。 
 
本研究的主要論點是：在全球文化的趨勢下，閱聽人面對全球文化電視節

目時，仍然會選擇收看本土文化電視節目，雖然這類型的本土文化電視節目的

形式是全球化的外觀，但觀眾在意的是節目內容具有文化接近性，同時在傳播

科技發展快速的今日，閱聽人對於節目中呈現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概

念是具有其強烈的實體認同感。 
 

目前有許多不同類型的國外節目，包括為大眾所熟知的 HBO、CNN、

ESPN、Discovery、National Geographic 等頻道對於本土化或本土文化也產生衝

擊。不過從一些關於全球文化電視節目的研究文獻中（Straubhaar, 1991, 1996, 
2000, 2002； Ferguson, 1992, Chan,2002, Aldisardottir, 2000）指出，全球電視節

目對觀眾的影響不大，而且當全球節目與本土節目的條件處於平等情境下，觀

眾會優先選擇收視與自身文化相近的節目。 
整體而言，本文的目的希望從閱聽人的角度出發，了解在全球文化電視節

目的趨勢下，閱聽人為何會選擇本土文化電視節目，他們心目中對於本土化/本

土文化的定義是什麼、影響閱聽人收視本土文化節目的因素又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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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與設計 

 
 

研究方法的選擇會因為研究者所重視的問題及研究對象的性質而有所差異

，根據本文的研究問題與目的，本文採用深度訪談法。此方法是「親身訪問法

」的一種，適用於不易從外觀察、只有少數人涉及在內、時間跨度長、概念數

目很多的研究題材，深度訪談法的目的在於透過研究者親自到個案的實地現場

或對象進行訪問，以獲取研究所需的資料，這些特點對傳播相關產業的研究尤

為重要（王英裕，1999；陳靜瑩，2000），而在質化研究的受訪者選擇方面無法

遵循量化研究的程序，因為質化研究的目的不是在於計算人數或是意見的量，

而是在於探究各種不同的意見、不同議題的呈現（Gaskell, 2000）。 
 
正如上述所說的，由於本文希望從閱聽人的角度來回答本研究所設定的研

究問題，所以在閱聽人的選擇方面必須找到收看該類型節目的忠實觀眾，本研

究所指的「忠實觀眾」定義：必須收看〈台灣探險隊〉、〈台灣全紀錄〉、〈在台

灣的故事〉這三個節目至少一年以上，且每個月至少收看三次或以上，但不限

看當週首播或當週重播時段的節目。 
 
受限於研究經費、時間與符合本文所設定「忠實觀眾」條件之受訪者的受

訪意願限制，所以在受訪者的選擇上皆透過研究者的朋友介紹，歷經二階段的

面訪篩選，最後僅有十位符合本研究設定之標準。在研究對象的選擇過程中，

因為上述所說的限制因素，最後保留下來的十位觀眾無法兼顧到性別、年齡、

學歷等方面的平均分配，在訪談過程採用錄音或筆記的方式，訪談時間皆為 90
分鐘或以上。 

 
在訪談內容大綱方面，根據本文的研究架構和研究問題，探討的重點在於

閱聽人為何在全球電視節目充斥的情況下仍然選擇收看這類型的節目、收視動

機與收穫、以及他們如何定義本土文化等相關議題，為保障個人隱私權，下表

中的受訪者姓名部分將以匿名方式處理，並給予每一位受訪者一個代號作為識

別（見表一）。 
 
表一：深度訪談對象一覽表 
 
代號 性別/年齡/學

歷/居住地 
職業/工作地點 戶籍/父祖輩省

籍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A 女 /32 歲 / 大 公關人員/台北 宜蘭/台灣 2002/05/18 下 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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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台北 午 4 點 
B 男 /31 歲 / 高

中/ 台北 
傳播業/台北 台北/台灣 2002/05/18 晚

上 8 點 
新店 

C 男 /30 歲 / 研

究所/ 台北 
會計事務所/台
北 

嘉義/台灣 2002/05/19 晚

上 6 點 30 分 
北投 

D  男 /27 歲 / 研

究所/ 金門 
學生/嘉義 金門/台灣 2002/05/31 下

午 3 點 
台北車站 

E 女 /24 歲 / 研

究所/ 台北 
學生/嘉義 台北/台灣 2002/06/22 下

午 1 點 
永 和 星 巴 克

咖啡館 
F 男 /27 歲 / 研

究所/ 台北 
學生/台北 台北/台灣 2002/06/22 下

午 3 點 
永 和 星 巴 克

咖啡館 
G 男 /27 歲 / 大

學/ 台中 
保險業/台中 鹿港/台灣 2002/07/07 晚

上 9 點 15 分 
電話訪問 

H 男 /42 歲 / 研

究所/ 台北 
傳播業/台北 台北/台灣 2002/07/25 中

午 12 點 30 分 
北投蘭開廈 

I 男 /43 歲 / 國

中/ 台北 
技術工人/台北 台北/台灣 2002/08//04 晚

上 8 點 
石牌 

J 男 /60 歲 / 專

科/ 台北 
牙醫師/台北 嘉義/台灣 2002/05/19 上

午 11 點 
木柵 

 
 
 
 

參、電視產業的文化特質 

 
 

在商業電視制度、收視率掛帥的情況下，閱聽人成為決定節目是否能夠繼

續存活的關鍵因素之一，如果節目收視率的情況不佳，加上電視台的最高經營

者不支持，節目只有面臨停播的命運。雖然，閱聽人是否收看本土化節目非常

重要，但是閱聽人為何會喜歡收看本土文化題材的電視節目是本文所關切的論

點，所以，以下將說明閱聽人為何喜歡看本土電視節目，究竟電視產業具備哪

些文化特質吸引閱聽人的收看，以及影響閱聽人收看本土文化電視節目的因素

。 
 
根據 Wang 等人(2000)針對本土（local）和國家（national）文化工業的研

究指出，電影工業和電視工業兩者在回應來自跨國產業的激烈競爭方面產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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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結果，當本土或國家的電視產業因為科技和去管制的結果而帶來獲利時，

電影工業卻仍處於爭取生存空間，而相同的題材可以迎合本土（local）閱聽人

的需求和口味時，卻似乎無法成為電影工業的競爭優勢來對抗好萊塢電影。 
 

事實上，電視所播出的節目和電影所播放的影片都是屬於影音產品，因此

，具有「文化接近性」1的本土化或本土文化題材內容在電視節目中播出可以受

到觀眾的喜愛與收看，從這個文化工業的特質中可以發現其原因。 
 

電視產業擁有的特質包括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從家中就可以收看電

視節目；易取得的（availability），一天二十四個小時隨時打開電視都有節目可

以收看以及電視節目數量的多樣化，而看電視也已經成為閱聽人每日生活的一

部分，而這些現象都是電影所不能實現的特質，如台灣年代公司的總裁邱復生

先生指出，電視新聞、氣象和娛樂等都反映出迎合閱聽人的需求，而且也回應

了他們生活的文化和社會情境（Wang et al, 2000）。 
 
事實上，在電視機普及率提高以及傳播科技快速發展的情形下，提供類似

的 本 土 戲 劇 類 別 的 電 視 節 目 傳 送 到 閱 聽 人 家 中 是 不 需 要 成 本 （ Wang, 
forthcoming），在製作成本方面，以三立台灣台所推出的「探索台灣」類型的本

土文化電視節目而言，平均一集的製作費用都能控制在預算範圍內，即使是出

外景到國外也都會找到合宜的贊助廠商，不致於增加製作成本的費用。 
 

整體而言，電視產業的文化特質可以歸納有以下幾個面向：第一、文化接

近性，第二、製作成本，第三、易取得性與易取得性，以下就從本研究所要探

討的「探索台灣」本土文化電視節目在這三個方面所呈現出來的特徵來作一個

討論。 
 

一、 文化接近性 

 
本文中所指的「探索台灣」類型本土文化電視節目的文化接近性，展現在

節目播出的語言、題材的選擇與節目所再現的「地方」（place）。首先，在節目

題材的選擇方面，這幾個節目都很清楚地標榜以介紹台灣為主，包含所有的生

態、歷史、人物等，這些主題都是閱聽眾熟悉的事件，所以在接觸的過程中會

讓閱聽人特別容易接受，而這也是電視業者為什麼會優先處理這些題材的考量

因素之一。 

                                                 
1 此處所指的文化接近性（cultural proximity）是由 Straubhaar 所提出，說明地方的閱聽眾基於

對本地文化、語言等環境的熟悉，因此較傾向於接受與該文化、語言、風俗習慣接近的影音

節目（Straubhaar,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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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貼近於閱聽人慣用的語言為節目中所運用的語言也是「探索台灣」這類

本土文化電視節目受到歡迎的原因。這類型的節目沒有配音，在語言的使用方

面依照節目的屬性和隨著節目中受訪對象來決定語言的使用，藉此融入當地的

文化，如：〈台灣探險隊〉、〈台灣全紀錄〉是以介紹台灣動、植物生態、高山攀

爬、溯溪等題材為主，著重的是教導觀眾一些正確的野外安全注意事項以及台

灣生態的介紹，所以節目語言的使用就以國語為主2，若是刻意使用台語發音反

而會讓節目看起來很不協調。 
 

然而，如：〈在台灣的故事〉則是刻意在節目中強調語言的使用，尤其在

節目第 20 集之後刻意於旁白部分運用台語，因為該節目屬性與〈台灣探險隊〉

屬性不同，經常需要與當地民眾對話，所以節目語言的表現方面則必須運用當

地民眾慣用的語言。 
 

除了節目題材和語言表現會影響到閱聽眾是否喜歡這類型節目的因素之外

，拍攝地點的選擇也是表現文化接近性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從本研究的閱聽

人訪談中發現，拍攝地點必須是觀眾所熟悉的台灣，藉由熟悉的地方產生共鳴

與熟悉感，使得節目收視率較高且觀眾的反應也會是正向，因為觀眾認為介紹

國外的人、事、物離現在生活的地方太遙遠，無法感同身受節目所要傳達的資

訊，同時在地域上也沒有產生鄰近性。 
 
 

二、 製作成本 

 
新傳播科技帶來國際電視節目的流通，相對地也因為影視節目製作成本大

幅下降，刺激了國族性、區域性的電視節目生產，電視節目週邊設備成本已較

十年前降低四倍。當部分第三世界迅速工業化的國家已經開始在製作本土化節

目的現象時，本地的脈絡性因素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佔有絕對的重要地位，部

分國家也沿襲外來的類型形式，並加以修飾，例如：各種戲劇節目肥皂劇、喜

劇、家庭通俗劇、歷史劇（Straubhaar, 1992；轉引自黃能揚，2001：47、49）。 
 

而本研究所探討的本土文化電視節目，除了上述已經說明了製作探索台灣

這一類型節目所需的費用都能在經營者掌控的預算範圍內、取得贊助廠商、透

過電視的傳送等因素來降低成本外，更傾向於製播既有類型且已獲觀眾歡迎的

節目，從而進一步節省開發新類型節目的費用。例如：衛視中文台於一九九六

                                                 
2 資料來源為本研究針對「探索台灣」類型的電視節目製作人訪談分析結果以及節目錄影帶文

本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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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推出〈台灣探險隊〉時並沒有被看好，直到後來收視率從最初的 0.01 上升到

1 以後，接著有許多類似的節目出現，如：〈台灣全紀錄〉、〈大特寫〉、〈大冒險

家〉、〈台灣部落傳奇〉等節目（中國時報/2001/02/06）。 
 

此外，以台灣電視產業的製作環境和條件來看也會使這類本土文化電視節

目的製作成本不會比國外同類型的節目高，由於在台灣該類型的節目每週固定

播出一集，所以一集的節目製作期最多 3-5 天，與性質相同的國外頻道如：

Discovery 或 National Geographic 節目相比較，後者一集節目的拍攝期經常長達

一、兩年以上，而且節目製作預算也比台灣的節目高出許多，所以，在這樣的

大環境與條件下，台灣方面的本土電視節目製作成本自然相對會降低許多。 
 
從本土電視產業的內部和外部環境來看，低廉的製作成本雖然無法在節目

品質上做到非常精緻，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由於本土電視產業具有這樣的特

質而成為另一種生存的優勢，使得「探索台灣」類型的本土文化節目可以以低

於國外同類型節目的成本來製作節目，但亦因上述的因素而收到高收視率的效

果。 
 

三、易接近性、取得性 

 
 
台灣電視發展歷程從最早期只有三家無線電視台到後來有線電視頻道的出

現，以及一九九七年第四家無線電視台民視的誕生，電視機的普及率不僅高達

百分之九十以上，連有線電視的普及率也在百分之八十以上，而看電視亦已成

為日常生活中例行的活動之一3，所以只要是在電視頻道上播出的節目幾乎都可

以隨時收看。 
 
以「探索台灣」為例，首先，在本土電視節目的易接近性方面，因為這一

類型的本土文化電視節目正是透過電視機將節目訊號傳送給閱聽人，所以只要

每週鎖定播出時間即可以在家中輕易地看到這些節目，不需要像看電影一樣，

必須先到電影院購票之後才可以看到影片，其次，雖然「探索台灣」此類型的

電視節目不是二十四小時隨時都可以收看，不過，電視台的經營者為了節省成

本，每週皆有重播當週節目，因此即使錯過首播時段也非常容易從「重播」時

段中看到這類節目。 
 

                                                 
3 此處的統計資料來源為新聞局網站：www.gio.gov.tw 以及交通部電信總局網站，

www.dg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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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研究從一週的電視節目表發現4，該類型的電視節目目前都是在有線

電視頻道中播出，週末的重播機率很高，如：〈在台灣的故事〉和〈台灣全紀錄

〉這兩個節目會重播當週節目二次或以上，所以，閱聽人經常可以在電視上收

看到這些節目。 
 
從「探索台灣」本土文化電視節目的文化特質可以了解，不同文化工業特

質不僅對於全球時代中本土文化工業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同時閱聽人也因不同

文化特質的差異而受吸引。藉由上述的探討中也可以得知，當美國好萊塢電影

風靡全球、外國節目輸入台灣或是同為影音產品的本土電影工業一起來爭奪閱

聽人的關注時，本土文化的電視節目並沒有因此而消失，反而受到閱聽人的歡

迎。 
 
總之，從閱聽人收視行為的角度來看，文化接近性是影響他們收看本土文

化電視節目的關鍵因素之一，誠如 Hannerz（1990）所說的，在人們心中都潛

藏「本土」情懷，甚至是非常少數的世界主義者（cosmopolitans）也是如此，

因此人們需要具有本土/國族的文化產品的存在。 
 
 
 

肆、台灣本土文化電視節目收視分析 

 
 

在上一部分已針對電視產業以及「探索台灣」本土文化電視節目的特質作

一說明，以下將從本文進行的閱聽人訪談之實證研究中分析：在全球文化趨勢

下，他們為何會選擇收看這類的本土文化電視節目、如何定義本土化等相關議

題，首先將說明十位閱聽人收視行為暨背景資料，緊接著分析訪談結果。 
 

一、 閱聽人背景簡介暨收視行為 

 
                                                 
4 本研究蒐集中國時報上所刊載的電視節目表，蒐集的期間為 91 年 6 月 23 日至 29 日，從節目

表中發現三立台灣台的〈在台灣的故事〉每週二晚上 10 點為首播時段，重播時段為每週六中

午 12 點 30 分及晚上 7 點，重播次數為一週二次；三立都會台的〈台灣全紀錄〉每週四晚上

10 點為首播時段，每週日中午 12 點、下午 5 點以及晚上 9 點為重播時段，重播次數為一週

三次，以上兩個節目在重播時段播出的節目為當週首播時段的節目內容，而衛視中文台的〈

台灣探險隊〉已於二○○一年十月停播，目前沒有重播。其實，與本研究對象相似的節目類

型重播次數也都是在一週二次或以上，然而，從一週節目表也可以得知，不僅是該類型節目

重播次數很高，其他節目的重播機率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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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在本文的研究方法與設計中，已經針對研究對象的選取作說明（如表

一），以下將針對十位閱聽人的基本收視行為做一簡單說明。本研究所訪談的十

位閱聽人都是符合本文所定義之「探索台灣」這類型本土文化節目的忠實觀眾

，收視時間平均在一年以上，不過每一個節目的收視時間長短則視節目推出的

時間與個人興趣的不同而有所差異（見表二）。 
 
 
 
 
 
 
 
 
 
 
 
 
 

表二：閱聽人收視行為 
受 訪

者 
年 齡 / 學

歷/職業 
收看節目的

動機 
收 看 節 目 的

年數 
最喜歡的節目題

材 
收看其他同類型的

節目 
A 32 歲 / 大

傳 系 / 公

關人員 

尋求共鳴感

、喜歡登山 
台 灣 探 險 隊

：4 年多 
台 灣 全 紀 錄

：2 年多 
在 台 灣 的 故

事：2 年多 

台灣探險隊 勇闖美麗島、繞著

地球跑、草地狀元

、用心看台灣 

B 31 歲 / 高

中 / 電 視

台攝影記

者 

興趣、節目

內容與工作

有關 

台 灣 探 險 隊

：5 年 
台 灣 全 紀 錄

：2 年多 
在 台 灣 的 故

事：2 年多 

台灣探險隊、台

灣全紀錄 
勇闖美麗島、草地

狀元、用心看台灣 

C 30 歲 / 企

研 所 / 會

計事務所 

認識台灣、

共鳴感、熟

悉感 

台 灣 探 險 隊

：2 年多 
台 灣 全 紀 錄

：2 年多 
在 台 灣 的 故

在台灣的故事 草地狀元、勇闖美

麗島、大搜索線、

第三隻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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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2 年 
D  27 歲 / 傳

播 所 / 學

生 

喜歡登山 台 灣 探 險 隊

：3 年 
台 灣 全 紀 錄

：2 年多 
在 台 灣 的 故

事：2 年多 

台灣探險隊、台

灣全紀錄 
草地狀元、勇闖美

麗島 

E 24 歲 / 傳

播 所 / 學

生 

興趣、增加

和父母聊天

的話題 

台 灣 探 險 隊

：3 年 
台 灣 全 紀 錄

：2 年 
在 台 灣 的 故

事：2 年 

在台灣的故事 草地狀元、勇闖美

麗島 

F 27 歲 / 環

境教育所

/學生 

喜歡登山、

節目本身不

錯 

台 灣 探 險 隊

：5 年 
台 灣 全 紀 錄

：3 年多 
在 台 灣 的 故

事：2 年多 

台灣探險隊 草地狀元、勇闖美

麗島 

G 27 歲 / 經

濟 系 / 保

險業 

有親切感、

喜歡登山 
台 灣 探 險 隊

：3 年 
台 灣 全 紀 錄

：3 年多 
在 台 灣 的 故

事：2 年多 

台灣探險隊、台

灣全紀錄播出和

山的主題相關的

節目 

草地狀元、勇闖美

麗島、大冒險家、

MIT 台灣誌 

H 42 歲 / 研

究 所 / 導

演 

瞭解這類節

目的拍攝方

式、內容、

呈現的狀況 

台 灣 探 險 隊

：4 年多 
台 灣 全 紀 錄

：3 年多 
在 台 灣 的 故

事：1 年 

只要題材完整、

豐富、深入的題

材都喜歡 

台灣部落尋奇、紀

錄觀點 

I 43 歲 / 國

中 / 技 術

工人 

從節目中吸

收資訊、知

識 

台 灣 探 險 隊

：3 年多 
台 灣 全 紀 錄

：2 年多 
在 台 灣 的 故

事：1 年 

台灣全紀錄 天涯若比鄰、草地

狀元、勇闖美麗島

、第三隻眼、台灣

部落尋奇、大特寫

、在中國的故事 

J 60 歲 / 專 吸收資訊、 台 灣 探 險 隊 大冒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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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 牙 醫

師 
認識台灣 ：1 年多 

台 灣 全 紀 錄

：1 年多 
在 台 灣 的 故

事：1 年 
 

 

二、 本土文化電視節目收視分析 

 
目前台灣現有的電視頻道數量已經超過一百個，節目內容與型態也是包羅

萬象，其中有百分之二十為外國節目，其餘則為國內自製節目（新聞局網站，

www.gio.gov.tw），不論是國外或國內節目，面對許多節目的選擇，閱聽人是在

何種情況下知道「探索台灣」這類本土文化電視節目，以及選擇收看這類電視

節目的動機，是本文所關切的問題之一。 
 
從本文所訪談的十位閱聽人得知，一開始知道有這類節目的第一種情況是

因為無意間轉台看到這類節目覺得不錯便持續收視；第二種情形是同時段的其

它節目不好看，相比較之下決定收看這類節目；第三種情況則是看到電視台播

出的節目片段預告和報紙媒體的介紹，覺得看此節目應該可以從中吸收到知識

而收視這些節目。 
 

（一）收視本土文化電視節目動機： 
 
閱聽人在不同的情形下收看此類本土文化電視節目，其收看的動機也有所

差異，現將本文實證研究分析所得之收視動機分為以下幾點5： 
 
1. 尋求共鳴感 
 
Pool（1977）預測閱聽人接收電視節目的情形，當其它的節目都差不多時

，閱聽人會選擇本地產製的文化產品（轉引自 Straubhaar, 1991：51），在本研究

的訪談過程中也有相同結果，受訪者 A 說： 
這些節目對我來說是有共鳴感的，很多年前有一個〈繞著地球跑〉的節目

介紹各國的旅遊狀況，那個對我來說是沒有共鳴的，因為我這一輩子可能都不

會去那個地方，可是台灣對我來說是很容易的，只要我花個二、三天的時間就

可以到達，這才是會讓我產生共鳴感、受到感動的。（個人訪談/2002/05/18） 

                                                 
5 本文的分類及其命名係根據訪談結果的整理之後，依照十位忠實觀眾的訪談內容將收視的動

機區分為四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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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C 也有相同的感受，他覺得： 
像〈在台灣的故事〉介紹很多地方的小人物，而很多地方都是我曾經去過

或住過，像我因為念書的關係所以住過台中，因為在金門當兵，也待在那裡兩

年，所以看這個節目就特別有感覺，可以感同身受。（個人訪談/2002/05/19） 

 
所以，當各節目內容的表現方式沒有太大的差別時，閱聽人選擇的條件之

一是以文化的共鳴感、文化接近性為考慮因素，如「探索台灣」類型的本土文

化電視節目，雖然在節目形式上模仿國外節目的表現手法，但是對於觀眾而言

，仍然挑選以熟悉的文化內容為主的節目為收視對象。 
 
 
2. 興趣、娛樂 

 
收看電視節目的動機有許多種，其中一項因素如同 NBC 娛樂部門總監（

Head of entertainment）Jeff Zucker 說：「大多數民眾想舒適地坐在椅子上而且只

是被動的欣賞電視節目。」（The Economist，2002/04/13）；同時，也有觀眾看電

視是因為節目內容與自己的興趣相符合，所以在眾多的節目中選擇收看與本身

興趣相同的電視節目。 
 
從本文深度訪談收看〈台灣探險隊〉、〈台灣全紀錄〉這類介紹登山節目的

動機顯示，受訪者 D、F、G 即是因為本身為登山社會員、平日有從事這一類的

休閒活動，當看到這種節目的時候，覺得有親切感，而受訪者 A、B 則是因為

個人興趣而收看這類型的節目，不一定是登山成員或從事該類休閒活動。 
 
 
3. 獲取資訊、增加人際溝通的話題 

 
廣電提供家人和一群朋友在節目播放之前、之中、之後一起觀看和討論在

節目中的風俗習慣（Barker,1999,2000）。受訪者 E 說： 
藉著看節目可以認識台灣，我看這些節目的時候我的父母也會一起看，這

個時候可以順便問問他們以前有沒有去過，以前的行業是不是像電視上介紹的

這樣，讓我和我父母之間增加一個聊天的話題。（個人訪談/2002/06/22） 
 
受訪者 C 也認為看了這些節目後，當自己下次到節目中曾經介紹過的地方

時，可以和當地人有相同的聊天話題，同時也會對這些地方產生共鳴感、親切

感，親身體驗的感受又可以和節目相互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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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些觀眾收看這類節目則是希望從中獲取一些知識或是資訊，如受訪者

I 與 J 有相同的感受，他們認為收看這一類的節目可以接觸到一些平常較少遇到

的事或物，從電視節目中多少能吸收一些知識或是資訊，也可以讓小孩子多看

這類節目，了解台灣的生態、人文等。 
 
不過，受訪者 G 卻有不同的想法，他說： 
看這些節目的休閒性比較大，畢竟節目走的是大眾路線，想要從中取得專

業的知識大概比較困難吧！（個人訪談/2002/07/07） 
對他而言，觀看這類型節目的動機不在於獲取實質的知識，而在於休閒娛樂，

而此一需求的滿足與下文整理出的第四種收視動機有關。 
 

4. 滿足「旅行」或「登山」的心理需求、有目的性的收視 
 

從本研究深度訪談忠實閱聽人的結果發現，收看這一類節目的動機除了上

述說明的幾點之外，有些閱聽人因為工作因素無法利用假日前往旅遊，或是有

些地方因為太過偏遠不易親自到達，可藉由看電視來替代親自前往目的地，受

訪者 B 就說： 
我很喜歡戶外活動，沒辦法爬山的時候看這些節目就好像是自己到了那個

地方一樣。（個人訪談/2002/05/18） 
 
從事保險業的受訪者 G 說： 

台灣探險隊作得很知性又有專家作解說，收看這些節目就是因為沒有那麼

多的時間，沒有辦法到的地方這些節目都幫我們去了。（個人訪談/2002/07/07） 
 
從本文的研究訪談分析得知，觀眾在收視後真正會前往節目中所介紹的地

方實際體驗當地風俗民情的不是很多6，原因包括節目主持人對當地的介紹不夠

深入、介紹的地方太過偏遠、在實際的生活中沒有太多的時間去這些地方，或

是節目中將台灣介紹的太過危險導致閱聽人不願意前往。 
 
此外，收看節目的動機之一是有目的性，在本研究所訪談的閱聽人中，現

職為電視台攝影記者以及導演的受訪者，他們固定收看這類型節目的動機除了

興趣之外，也希望從節目中觀看拍攝的手法、節目內容的表現方式。 
 
整體來看，閱聽人認為收看這類型電視節目都有正向的收穫，不過會隨著

不同的節目性質而有不同的收穫，如閱聽人認為收看〈台灣探險隊〉和〈台灣

全紀錄〉的最大收穫是認識台灣動、植物的生態環境、地理、地貌、了解登山

                                                 
6 根據本研究所訪談的十位閱聽人中發現，十位受訪者皆表示在收看這些節目以後都會想要去

到現場看一看，但最後真正成行的機率都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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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團隊如何一起過野外生活；收看〈在台灣的故事〉的收穫包括，認識台

灣各地的在地歷史、人文、風俗習慣、當地文化。 
 
不過從訪談的結果得知，雖然閱聽人對於這些節目都有正向的反應，但是

也有閱聽人持相反的觀點，受訪者 F 就說： 
我覺得可能是台灣方面的訓練比較不夠，沒有像 Discovery 那麼精緻，看

來看去就覺得好像從頭到尾都在爬山，只用口白交代大家要好好保護這片山林

，無法透過他們的攝影機來呈現他們所說的要保護的那些，只是拍一拍台灣山

林的景色很漂亮，沒辦法把他們想要表達的生態意念表達清楚，從頭到尾只看

到登山事件，常常播誰腳又扭到或怎樣，一些驚險的鏡頭。（個人訪談

/2002/06/17） 
 
受訪者 E 則是持批判的觀點，他覺得： 
一些和神、怪相關的主題，我感覺上這些主題比較容易作假、製造一些戲

劇效果。（個人訪談/2002/06/22） 
 
近五年來電視市場推出許多「探索台灣」類型的本土文化電視節目，而閱

聽人喜歡的題材、節目也不盡相同，從本文的研究分析，閱聽人因興趣、職業

的不同而使得他們對節目內容的題材喜歡程度有所變動，經常登山、對生態有

興趣的受訪者比較喜歡看〈台灣探險隊〉與〈台灣全紀錄〉，而對於傳統物品或

人感興趣的受訪者則偏向喜愛收看〈在台灣的故事〉，不過，從本研究中發現，

這十位忠實閱聽人中有九位喜歡收看三立台灣台的〈草地狀元〉7超越本研究所

探討的〈在台灣的故事〉，原因是他們認為〈草地狀元〉的節目內容更具本土性

、可以瞭解台灣逐漸沒落的傳統行業，其中也有一位閱聽人最喜歡的節目為〈

大冒險家〉。 
 
對於收看這類節目的閱聽人而言，他們是如何定義本土文化/本土化，以及

如何來看這些節目是否具備本土文化的特質是本文所欲回答的研究問題之一。 
 
在本文所訪談的十位閱聽人對於本土文化的定義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皆認

為本土文化必須介紹與台灣相關的事物，不過深入來看的話，每一位閱聽人對

於本土文化的定義仍然有差異性，在受訪者 B、I、J、F、D、E 定義的本土文

化是介紹台灣的一些工藝、手工、當地一些人文特色，一種很純樸、沒有太多

包裝、感覺非常親切的事物就是符合本土文化。 
 

                                                 
7 〈草地狀元〉為三立台灣台所推出的十點線本土文化節目，與〈在台灣的故事〉並列為「台

灣地理雜誌」系列的節目之一，內容為介紹台灣各種傳統行業，以及為這些行業付出的一些人

物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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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閱聽人 A 認為本土文化的特質應該是： 
很清楚的把台灣的在地精神和意念表達出來，不論是去訪問人物、行業、

文化都是要很清楚的把台灣傳統的精神表達在內，就是要告訴大家台灣人都是

很努力、認真、認份在為自己這塊土地做奉獻。（個人訪談/2002/05/18） 
 
受訪者閱聽人 G 對於本土文化的定義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持有不同的觀

點，他說： 
找一些具有本土味的主持人來主持會比較有說服力，像之前的澎恰恰和許

效舜就很好，他們都出生在鄉下，在節目中會說一些俚語、一些很有生活智慧

的話，像他們這樣就是本土化！（個人訪談/2002/07/07） 
 
另一位閱聽人 H 所認為的本土文化定義和上述所說的不同，他所認為的本

土文化定義是： 
介紹台灣的環境和主題是本土化，但我要強調的是看你用什麼眼光來看本

土，我覺得現在一般都認為本土具有排外性質，是將它放在較為鄉土的位置上

，排除都市，但我覺得本土文化應該將都市也算進來。（個人訪談/2002/07/25） 
 
雖然閱聽人對於本土文化的定義有相同與不同的解讀方式，然而從整體閱

聽人訪談所得到的實證研究資料分析顯示，他們認為「探索台灣」這類型的電

視節目內容都符合他們心目中認定的本土文化的特質與定義。 
 
然而，當全球文化與本土文化電視節目併存之際，閱聽人會尋求具文化接

近性或相關的節目（Straubhaar, 1991），本研究發現，這十位受訪者也都會收看

類似 Discovery 和 National Geographic 的節目，不過接觸的時間較晚，或是無法

完整看完一整集的節目。若是和台灣的本土文化節目相較之下，大多數的閱聽

人會選擇本土文化節目，原因包括：Discovery 和 National Geographic 沒有辦法

產生共鳴感，這一類的國外節目雖然拍攝技術很精緻，可是距離實際生活太遙

遠，可能一輩子都不會到這些地方，也不會接觸到節目中介紹的東西，如果這

類節目又是介紹外國文化、原住民，那就更沒有熟悉的感覺，無法理解節目的

內容，反觀台灣的題材，閱聽人收看節目之後可以很容易地接觸到節目中介紹

的人物、地方或生態，若是介紹台灣文化更能感受到親近感進而產生共鳴感。 
 
但是，在本研究的訪談中仍然有閱聽人有不同的收視行為和看法，受訪者

C 就說： 
若是生態的議題我會看 Discovery，因為它介紹的不僅是台灣特有生態，是

全世界都有的，我比較想了解世界的各種生態，但如果是風土民情的話我不需

要了解世界各地的風土民情，這個我看台灣的就可以了。（個人訪談/2002/05/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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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D 也回應說： 
如果我只是想了解一些動、植物或是生態的東西，我會去看 Discovery，因

為介紹得比較詳細；人文方面的東西我會想看台灣的，因為這是我可以接觸到

的東西，我自己可能去過這些地方會有親切感，不過，整體來說我會喜歡看台

灣的，包括介紹山岳的部份也是要看台灣的。（個人訪談/2002/05/31） 
 
而另一位從事導演工作的受訪者 H 也是持不同的觀點，他說： 
我會選擇看國外節目（指 Discovery 和國家地理頻道）的比例較高，因為

國外節目非常多元化，又二十四小時播出，國內的節目也看，但國內節目較不

深入。（個人訪談/2002/07/25） 
 

（二） 不期待本土文化電視節目到國外拍攝之因素 
 

雖然從上述的分析中得知，有些閱聽人欲了解生態的主題時會選擇看

Discovery 這類的國外節目，但是當本研究問及是否希望這些台灣本土文化電視

節目前往國外拍攝華人的故事或國外珍貴的生態時，閱聽人共同的反應卻是不

期望，而深入來看這些訪談的實證資料，不期望台灣本土節目到國外拍攝的原

因不是完全相同，將分成以下幾點說明。 
 
1. 沒有共鳴感，即使是拍華人的故事也不喜歡 
受訪者 A 認為即使是節目主持人非常具有本土味，可是到國外介紹一些當

地的人、風景都無法從心裡產生共鳴感，所以不會吸引他們收看（個人訪談

/2002/05/18）。 
 
當「探索台灣」本土文化電視節目前往國外拍攝華人或台灣人的故事時，

閱聽人也不認為值得收看，受訪者 F 就說： 
我覺得如果到國外就失去節目的原味了，像〈在台灣的故事〉去泰緬邊境

雖然說是介紹的是中國人的後代，還是偏離節目主題，我個人覺得大陸人、香

港人、菲律賓人都一樣，不會覺得很熟悉呀，因為他們都一樣是外國人，我不

會想去了解他們（華人）在國外的奮鬥故事，我就只想看一些台灣的事情，我

覺得自己身邊的事情都還沒認識夠，幹嘛去看那麼遠的。（個人訪談/2002/06/17
） 

 
而受訪者 C 也有相同的感受，他說： 
如果說到泰國介紹台灣人，而節目對象鎖定是台灣群眾，這樣的意義並不

大，若是真要到泰國介紹台灣人那倒不如拍一個專門介紹泰國的節目就好了。（

個人訪談，2002/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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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看節目的目的是為了瞭解台灣，拍華人可以接受 
 
不同於上述所說的觀點，閱聽人 E 和 I 都覺得，如果這些節目的名稱是〈

在台灣的故事〉、〈台灣探險隊〉，主軸應該是在台灣，如果要介紹外國的東西就

直接看別的節目即可，不過，節目若是有些時候介紹一些華人或台灣人在外國

奮鬥的故事，也是可以接受（個人訪談，2002/06/22、2002/08/04）。 
 
而受訪者 G 則覺得自己從小受教育就是要有大中國情懷，會看大陸人的故

事，但歐洲、美洲的故事就不喜歡。 
 

3. 台灣的題材國外不會來製作，國外題材比比皆是 
 

除了上述所說的兩個因素造成閱聽人不喜歡「探索台灣」這類型的節目到

國外拍攝之外，接受本研究訪談的閱聽人 D 和 H 認為，要看國外的東西看

Discovery 就可以了，台灣出外景到國外拍攝並不一定會比在台灣拍得有深度，

畢竟在國外的華人或台灣人不見得對當地的狀況了解，盡可能先在台灣做好，

而且台灣人應該先了解台灣的事情。他們指出，Discovery 也曾經去洛杉磯拍過

華人的生活，也拍得不錯，收看這一集是因為好奇外國人怎麼看華人，而不是

想看台灣人如何看華人在國外的生活。 
 
受訪者 B 則說： 
若是介紹外國的東西我看 Discovery 就好了，因為台灣的東西 Discovery 不

可能來做，就算來做也不見得會比台灣做得好，我們佔盡了天時地利人和的

優勢。（個人訪談，2002/05/18） 
 
（三） 本土文化電視節目的在地特殊性 

 
閱聽人選擇收看「探索台灣」這類型電視節目，不僅是節目內容題材必須

具有文化接近性、共鳴感、親切與熟悉，主持人的人選、語言表現都影響閱聽

人收視與否，以下將說明這類本土節目的在地特殊性。 
 
1. 主持人選 

在主持人的人選方面，閱聽人覺得這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在台灣

的故事〉主持人選應該具有本土味；而〈台灣探險隊〉或〈台灣全紀錄〉這類

節目的主持人應該多加一位專家在旁作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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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以〈在台灣的故事〉節目主持人作一分析，在本研究的訪談中閱聽

人 D 和 G 認為，許效舜個人具有本土味，由他來主持〈在台灣的故事〉可以具

有說服力，感覺上他是真的在找一樣東西，而且他好像對當地的文化很熟悉，

會讓觀眾想跟著主持人一起去找尋節目中要介紹的東西，使觀眾和節目融入在

一起，完全不會有綜藝節目的風格出現（個人訪談，2002/5/31、2002/7/7）。 
 

而受訪者 F 也有相同的感覺，他覺得，〈在台灣的故事〉一開始是許效舜

主持，雖然他本身不是學這方面的，但是他卻能透過鏡頭將別人的故事表達出

來（個人訪談，2002/6/17）。 
 
雖然在〈台灣探險隊〉或〈台灣全紀錄〉，閱聽人沒有非常強調主持人需

要很本土味，不過，閱聽人仍然覺得主持人很重要，受訪者 E 說： 
主持人有影響，我比較喜歡那種看起來誠懇、親切的主持人，像以前〈台

灣探險隊〉的主持人李興文就很忠實呈現他去的那個地方，這種節目越來越多

的時候，像〈大冒險家〉的主持人就很討厭，明明就不是很驚險，可是節目都

要做得很驚險的樣子，很作假。（個人訪談，2002/06/17） 
 
受訪者 F 則提出他的觀點說： 
主持人如果讓一個專家來當的話，他講的一些東西就不會讓觀眾有興趣，

所以我是覺得不一定要讓專家來當主持人。（個人訪談，2002/06/17） 
 

2. 節目語言的運用 
節目語言的呈現和主持人的人選是相關連，本文曾經訪談節目製作人，三

立節目部副理高嘉鴻時，他說，在主持人的挑選方面一定要會說台語，否則就

不會被錄取（個人訪談，2001/12/10）。而反觀閱聽人部份，他們也認為語言在

節目中的呈現很重要。受訪者 F 就說： 
在語言方面，現在的節目都是以國語為主，節目中間在與人交談的時候若

是跟原住民交談時可以多少用一點原住民語，若是到台灣鄉間，主持人不懂台

語，只會講國語那就不適當了，還有語言一定要原音重現，不要配音才會較自

然。（個人訪談，2002/06/17） 
 
閱聽人 A 也有相同的觀點，他認為如果節目的受眾都是說台語或是節目中

必須用台語才可以和節目中的受訪者溝通的話，主持人應該使用台語，才會感

覺到親切、親近的感覺（個人訪談，2002/05/18）。 
 
語言的使用在節目中不僅是貼近台灣當地文化以及親近的感覺，又可從節

目中學習台語的俚語，如閱聽人 E 所說的： 
雖然我的台語不是說得很好，可是我在看這些本土文化節目的時候，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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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和自己的文化更貼近，像〈草地狀元〉、〈在台灣的故事〉都會講台語，透

過節目主持人和受訪者的對話，我會學到一些台語的俚語或是一些說法。（個人

訪談，2002/06/17） 
 
此外，在節目中安排演出的成份也會影響閱聽人是否收視，受訪的閱聽人

E 認為，〈在台灣的故事〉為了起承轉合、特殊效果所安排的戲劇手法是可以接

受的，而且也能吸引觀眾的注意（個人訪談，2002/06/22）。 
 
不過，也有閱聽人如：D、F、G 認為有些節目不應該故意安排一些驚險畫

面，故意作假，如：有時候將爬山當成是很困難、很危險，當節目中有些山或

地方是閱聽人曾經去過，並不覺得像節目中所說的那樣危險，這時閱聽人會開

始懷疑節目的真實性。 
 
整體而言，在本文針對十位忠實閱聽人的訪談中發現，雖然他們對「探索

台灣」這一類本土文化電視節目的收視有不同的觀點和想法，但是這十位受訪

者皆肯定地表示，未來將會繼續收看這一類的節目。 
 
從本研究的結果分析來看與主動閱聽人典範有相似之處，主動閱聽人理論

認為閱聽人不是文化的毒癮者，而是他們自己文化情境中的主動意義產製者。

主動閱聽人取向的倡導者論稱，電視閱聽人不是沒有差異的烏合之眾，而是個

別獨立的個體。看電視是受到社會與文化影響的活動，閱聽人在觀看電視時是

主動的意義創造者〈他們不會單純的接受不重要的文本意義〉，而他們在看電視

主動創造意義的過程中，必須仰賴先前獲得的文化能力，而這樣的能力是在語

言和社會關係的背景下塑造出來的，不同的閱聽人將會產生不同意義的文本（

Barker,1999、2000）。 
 

五、結論 

 
從本文的研究發現，由於「探索台灣」類型的本土文化電視節目具備文化

接近性、製作成本低於國外同類型的節目、易接近性、易取得與節目內容多樣

化等特質，而且看電視已經成為閱聽人每日生活的一部分，所以，當閱聽人面

對全球文化電視節目、本土文化電視節目、本土文化電影以及好萊塢電影時，

他們會選擇收看本土文化電視節目。 
 
事實上從閱聽人的收視動機，尋求共鳴感、個人興趣、希望從節目內容獲

取一些資訊與增加人際溝通的話題、藉由節目代替自己去登山，認識台灣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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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人物奮鬥的故事，或是透過節目相互成長節目拍攝的技能，這些證明

觀眾收看「探索台灣」類型本土文化電視節目與文化接近性的概念相呼應，亦

強化本土文化電視節目的重要性。 
 
其實，從本研究結果發現，收看「探索台灣」類型本土文化節目的閱聽人

並不希望製作單位前往國外拍攝，原因有三：第一種類型的閱聽人覺得到國外

拍攝，沒有共鳴感、距離太遠不容易接觸到節目中的事物，即使是介紹海外的

華人或台灣人都不喜歡；第二種類型的閱聽人認為看「探索台灣」這類本土文

化電視節目的目的就是要了解台灣，所以不需到國外，但是如果節目是去介紹

國外華人或台灣人的奮鬥故事也會收看；第三種類型的閱聽人則是認為，台灣

的題材國外媒體並不會來拍攝，台灣有這樣的優勢應該好好製作，而介紹國外

的生態、人文的節目比比皆是，不須要再出國拍攝。 
 
關於本土文化的定義方面，閱聽人共同認為本土文化必須要和台灣相關的

事物，但每一位閱聽人對於本土文化的定義仍然有差異性，有些閱聽人認為本

土文化是介紹台灣的一些工藝、手工、當地一些人文特色，一種很純樸、沒有

太多包裝、感覺非常親切的事物，也有些受訪者認為本土文化不應該將都市排

除在外。 
 
當面對選擇國外製播的生態、人文節目與本土文化電視節目之際，閱聽人

會選擇具有共鳴感、看了節目之後容易接觸到的台灣本土文化電視節目為主，

不過仍有一些閱聽人覺得會依議題而定，與生態相關的主題會傾向收視

Discovery，但若是以人文議題為主的會選擇收看台灣的節目。 
 

歸納來看影響閱聽人收看「探索台灣」這類型電視節目的因素，除了節目

內容題材必須具有文化接近性、共鳴感、親切與熟悉，主持人的人選、語言表

現也是決定收視的關鍵因素。在主持人的人選方面，閱聽人覺得這是一個重要

的因素，〈在台灣的故事〉在主持人選的考量是一個重點，閱聽人共同認為主持

人應該具有本土味；而〈台灣探險隊〉或〈台灣全紀錄〉這類節目的主持人應

該多加一位專家在旁作解說。整體而言，從研究分析中可知，閱聽人對於本土

文化電視節目的將會持續地收看，不會中斷。 
 
整體而言，從觀眾對於本土文化的定義以及收視本土文化電視節目的分析

中可知，當大家認為「全球化」的來臨將促使時空距離消失時，本文的研究驗

證實體「地方」的重要性，空間的抽離只能說是一種理想，因為人們仍然需要

透過「地方」感受到鄰近性、熟悉度與共鳴感，在虛擬的空間上較難產生這些

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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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透過上述的分析討論，閱聽人收視本土文化電視節目在意的是內容本

身是否具備本土化/本土文化內涵，至於節目的外觀形式是否為本土或全球不是

他們最關心的焦點。 
 
此外，藉由本文的分析可以回應到電視產業，本土文化電視節目仍然有其

生存的空間，而且在全球文化的趨勢下，當許多電視業者都傾向製作具有「全

球化」的節目內容時，如果能善用本土文化電視節目所具有的文化特質以及了

解閱聽人的需求，這也是一項競爭的利基點，可以藉此與其他本土或全球的節

目作一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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