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代「王祿仔仙」賣啥膏藥？ 
分析賣藥電視節目所提供的社會支持

盧鴻毅、徐薇筑

摘要

本研究於2012年9月至2014年5月之間，針對台灣有線電視頻道

的某一賣藥節目的互動狀況進行場地觀察及深度訪談，以瞭解賣藥節

目對老年觀眾提供那些社會支持？賣藥節目透過那些管道提供社會支

持？以及社會支持對節目產品行銷產生那些影響？經由實地參與節目

錄製的場地觀察日記及針對節目經理、節目製作人、主持人、觀眾及

衛政人員的深度訪談，本研究發現，節目主持人深諳觀眾的需求，透

過叩應方式，與觀眾進行互動，節目中所安排的算命、旅遊及唱歌等

噱頭，都是希望拉近主持人與觀眾之間的距離，尤其是主持人對觀眾

的噓寒問暖，的確達到與觀眾「搏感情」的目的，在這樣的氛圍之下，

觀眾不但成為主持人的「粉絲」，也願意掏腰包購買主持人推銷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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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oes the Contemporary “Wan-Lu-Shen” 
Sell? The Analysis of Social Support Provided by 
the Medicine-Selling Programs on Cable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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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conducted from September 2012 to May 2014, attempts to 

explore what kind of social support was provided by medicine-selling programs 

on cable TV in Taiwan; what channels were adopted to impart social support to 

audiences; and what kind of influence social support has on medicine selling. 

Field observation and one-on-one interviews were adopted to collect data. The 

researchers interviewed the manager, programmers, hosts/hostesses, audience 

members, and the health officer.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hosts/

hostesses of the medicine-selling programs understand what the audience 

needs. Social support is an important issue, and thus the hosts/hostesses attempt 

to maintain close ties with the audience by way of various activities, such as 

fortune-telling, travelling, and singing. The hosts/hostesses are concerned with 

the audience members and interact warmly with them.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e audience members become fans of the hosts/hostesses and 

buy the products sold by medicine-selling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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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與目的

過往賣藥節目主要以廣播電台為首要平台，但有線電視普及之

後，賣藥電台的平台也擴及有線電視頻道，舉凡北部地區的「×良電視

台」、南部地區的「×吉電視台」與「×方青電視台」等，不乏賣藥節目

時段；這些有線電視賣藥節目的主持人透過各種噱頭（例如歡唱、贈品

及遊戲）或跨大言語，強力推銷藥品，不只違反藥品不可折扣、促銷等

規定，對民眾的健康也造成莫大威脅（大紀元新聞，2010/02/05；蘋果

日報，2012/05/11）。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強調，政府多年來一

直努力取締賣藥電台，但至2010年初，台灣還有十家左右的電視賣藥

節目頻道，這些電台大多位於中南部，通常節目主持人會先在節目上

邀請銀髮族唱卡拉OK，再假「廣告」之名行「賣藥」之實，其手法與地

下廣播電台如出一轍（中央社，2011/03/10）。「賣藥」這股風潮，早已從

廣播電台吹向有線電視台。

雖然都是作為賣藥的平台，廣播與有線電視還是有許多不同之

處，從僅僅耳朵聽得到的廣播賣藥節目，到不但耳朵聽得到、眼睛也

看得到的電視賣藥節目，有線電視的賣藥節目透過視覺與聽覺雙重刺

激，大大強化了臨場感與親切感，也間接觸動觀眾購藥的慾望。

面對經年不衰的賣藥節目，傳播學者投入不少的關注。傳播界的

研究發現，賣藥節目主持人在節目進行過程中，不只推銷藥品，還會

主動地與聽眾互動，關心聽眾的生活點滴與聆聽心事（陳婷玉、王舜

偉，2004；陳瑞芸，2009），主持人甚至還扮演聽眾的朋友，進而凝聚

收聽忠誠度，提高民眾參與感（馮素蘭，2007；侯亞寧，2005；王舜

偉、孫彬訓、顏祺昌，2001）；換言之，賣藥節目豈止是賣藥而已，它

還提供聽眾或觀眾社會支持，讓他們覺得被關心。

但環顧多年來學界針對賣藥節目的研究成果，仍有幾點值得大家

思考。第一，過往的賣藥節目研究對象多以廣播賣藥節目為主，有關

有線電視賣藥節目的研究並不多；第二，就援用的理論來看，過往關

於廣播賣藥節的研究，主要採用「幻想主題」（郭俊池，2004）、「擬社會

人際互動」（陳婷玉、王舜偉，2006；董正𤧟、詹國勝、曾琳，2008）、

「情境塑造」（馮素蘭，2007）、「媒介系統依賴理論」（陳婷玉、王舜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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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語藝策略」（林國新，2007）、「廣告行銷」（蔡煌元，2004）與

「場域分析」（陳瑞芸，2008）等理論或方法討論賣藥節目的種種，但賣

藥節目還經常提供聽眾或觀眾社會支持（關愛、尊嚴、贊同、歸屬、認

同及安全感）（Kaplan, 1977），如果傳播學者深入瞭解賣藥節目中所提

供的社會支持，相信可以為傳播研究提供更多不同的視野；第三，之

前所進行的廣播賣藥節目研究，大多以錄製的廣播節目作為分析文

本，研究者較少前往廣播賣藥節目現場進行田野觀察，但有線電視的

賣藥節目與廣播節目屬性不太一樣，它有許多看不到的前置作業（例如

節目企畫人員必須在錄製節目前與觀眾預覽流程）、互動情境及主持人

與觀眾之間的相互支持，如果研究者將節目內容從當下的情境中抽

離，可能無法全面耙梳賣藥節目中的社會支持因何而生？以及社會支

持如何在節目運作過程中悄然發酵？

如從實務經驗來看，多年來衛政單位及醫護界將賣藥節目視為「非

正統行銷」，對它的節目內容及策略流於形式上的批評，缺乏深入的學

術討論（陳婷玉、王舜偉，2006），媒體更常利用聳動的標題，將賣藥

節目與「假藥」、「洗腎」畫上等號（例如「洗腎人口多，NCC緊盯地下電

台」、「隔空『藥』命！你聽廣播買藥吃？」、「賣藥多，洗腎多」等負面標

題），使得醫學、衛政學者及實務工作者長期以來失去向賣藥節目學習

的機會。

基於上述討論，本研究認為賣藥節目研究的對象有必要從廣播轉

移到電視；研究的議題焦點也該跳脫過往的框架，將焦點轉向賣藥節

目所提供的社會支持；至於研究方法，或許可以兼具訪談及田野觀

察，一來透過深度訪談瞭解節目主持人如何提供社會支持，以及社會

支持如何產生，另一方面則藉由觀察法，紀錄觀眾的收視狀況及賣藥

電視節目的錄製運作過程，這些當下的現象、情境及被觀察者真實的

行為表現，是量化研究中比較無法取得的資料。經由研究對象、議題

焦點及方法上的調整，本研究期望可以清楚地分析賣藥電視節目所提

供的社會支持，以作為未來傳播、醫護及衛政等領域的學者在理論研

究及實務上的參考。

由於有線電視賣藥節目的觀眾以老人家為主（郭俊池，2004；蔣佳

餘，2011），他們平常多透過人際傳播方式獲得訊息，在賣藥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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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經由現場扣應（call in）或前往現場參觀錄影的方式，可以與節目主

持人進行互動；而節目主持人則藉由這些互動機會，展現其關心「厝邊

老大人」的手法，雙方在各取所需之下，形成一種特有的賣藥節目文

化。本研究希望透過田野觀察及深度訪談，深入瞭解有線電視賣藥節

目主持人如何與收看的老年人進行互動、建立信任，節目主持人在過程

中帶給老年人那些社會支持？另一方面，則進一步瞭解節目主持人透過

那些方式傳達他們所想要帶給老年人的社會支持？以及賣藥節目主持人

如何在給予老年觀眾社會支持的過程中，間接達到賣藥的目的？

文獻探討

一、賣藥節目的演變：從廣播到有線電視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統計發現，2008年地下廣播電台高達

一百九十多家（且集中於中南部），這些地下廣播電台不乏以賣藥為主

的節目。遠見雜誌民調中心於2008年4月針對台灣地區年滿四十歲且

曾收聽賣藥相關節目或廣告的民眾進行調查，發現近三成民眾會透過

廣播節目購買藥物（主要原因是這些受訪者看過醫生，卻發現效果不理

想），甚至超過一成的民眾認為賣藥節目主持人是在「做功德」、「做善

事」（遠見雜誌民調中心，2008）。

為何有些受訪者對於賣藥電台抱持「善心善念」的正面評價？王舜

偉、孫彬訓與顏祺昌（2001）針對南台灣賣藥廣播節目進行研究發現，

這一類型的節目重視主持人與聽眾的互動過程，節目過程中不只推銷

藥物，更關心聽眾的生活點滴與傾聽心事，主持人不但扮演娛樂及醫

病的角色，還充當家人或朋友的角色，以凝聚收聽忠誠度；但這些聽

眾所殷殷企盼的社會支持，卻是傳統醫病關係所缺乏的，傳統醫病關

係主要以「醫師為中心導向」（physician-centered），「由上往下」的指導

方式，忽略病人及家屬的需求（Wright, Sparks, & O’Hair, 2008），這也

難怪廣播或電視節目得以見縫插針，透過對觀眾的關心與同理，找到

生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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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近來媒體生態日新月異，從傳統的賣藥廣播節目到聲光音

效具備的電視賣藥節目，從原本只有聽覺的單一感受到視覺、聽覺兩

種感官兼具的刺激，有線電視頻道的賣藥節目，讓主持人與觀眾之間

的互動變得更多元有趣。國內調查發現，現有的有線電視頻道中不乏

賣藥節目，節目中的形式非常多樣，也懂得俗民社會的需求，節目主

持人宛如早期行走江湖、街頭叫賣武藝的「王祿仔仙」一樣，藉由健康

相關話題與所要販賣的藥品進行扣連，在不違反醫師法的基礎下，使

用誇大的醫療語彙，以恐懼、權威、煽動性等訴求進行藥品行銷（王舜

偉、孫彬訓、顏祺昌，2001）；在此情況下，電台賣藥節目成了「空中

藥房」（陳瑞芸，2008），節目主持人也就被稱為現代「王祿仔仙」（陳婷

玉、王舜偉，2006）。

二、賣藥節目的人際互動：從「擬社會人際互動」到「扣應互動」

一個賣藥節目在節目企劃人員、經營管理人員、節目主持人及觀

眾等的共同參與之下，於焉產生，特別在聲光效果及扣應互動活動進

行中，賣藥節目很快地捉住觀眾的注意力；原因何在？針對賣藥節目

進行的研究發現，「人際互動」是賣藥節目經年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賣藥節目的互動性很高，其中又以「擬社會人際互動」最受視，此

一概念由學者Horton及Whohl於1956年提出，多年來成為傳播研究關

注的重要概念之一，它通常發生於電視節目主持人與觀眾之間，是一

種由觀眾對節目主持人產生的人際互動，在這過程中觀眾會型塑自己

對節目主持人的看法，甚至覺得自己跟節目主持人之間日漸產生一種

親密感，這些觀眾必要時還會進一步透過寫信、購買主持人推銷的產

品等方式，證明他與節目主持人之間的友好關係（Ballatine & Martin, 

2005）；這也難怪多年來的研究發現，觀看電視愈久的人，愈容易產生

「擬社會人際互動」現象（Wang, Fink, & Cai, 2008）。

在賣藥節目中，「擬社會人際互動」是催化日後觀眾打電話購藥的

重要因素之一。Grant, Guthrie與Ball-Rokeach（1991）針對電視購物節

目型態進行研究，發現媒體與閱聽眾的擬社會人際互動中具有幾項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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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點：（一）由於直播（live）的關係，現場扣應的節目給人親臨現場的錯

覺，並有參與節目運作的真實感；（二）現場節目中，主持人聊天式的

主持風格，會增強觀眾與主持人之間的擬社會人際互動；（三）現場節

目所採用的一些場景布置，往往讓觀眾覺得與其生活相連結，增加親

近感；及（四）觀眾從電視螢幕上的現場節目中可以直接看見商品，無

形中增加真實感。基本上，「擬社會人際互動」是一種單向的想像，觀

眾與主持人可能根本不認識，但觀眾因常在電視上看到節目主持人，

會自己想像節目主持人是他的家人，於是在這樣狀況下，觀眾會進一

步再藉由「扣應」（call in）、購買節目推薦商品及對主持人表達關懷，作

為對節目或主持人忠誠度的表現（Levy, 1979），而觀眾在與節目主持人

互動過程中，也獲得社會支持。

陳婷玉與王舜偉（2006）分析廣播賣藥節目的閱聽人研究結果發

現，年紀愈大的人，對賣藥電台的依賴及擬社會人際互動程度愈高。

電視賣藥節目主持人對上了年紀的老人家來說，就像是家中的「另一個

孩子」。老人家上了年紀，面對種種病痛，除了需要醫病，更需要醫

心，賣藥節目不但適時介紹相關藥物或保養食品，也「送」上滿滿關

心，觀看賣藥電台節目的老人家也就可能藉由購買藥物，以證明他與

主持人之間的友好關係，使得賣藥電台中的擬社會人際互動變得更有

趣；同樣地，國外學者針對非裔美國人在芝加哥使用叩應廣播節目的

行為調查，也發現處於社會弱勢的非裔美國人對美國主流媒體所呈現

的白人階級節目內容，普遍充滿不信任感與較低的參與感，但只要是

貼近受眾生活，能直接參與的節目，受訪者的感受往往反應較熱烈

（Squires, 2000）。

為何賣藥節目對觀眾具有一定程度的吸引力？從「擬社會人際互

動」到電話「扣應」互動，以及互動之後的購藥行為，這過程中有那些值

得思考的傳播現象？正是研究賣藥節目時所需要關注的議題。

三、葫蘆裡賣啥膏藥？賣藥節目的互動噱頭

台灣的賣藥節目，主要以「聽眾為尊」，不惜以各種噱頭、表演，

呈現節目特有的風格，吸引銀髮族的注意。對於聽眾來說，賣藥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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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主持人是否為醫藥專業人員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主持人對閱聽人

表達的關懷之意，令他們感到體貼，這就是賣藥節目歷久不衰的原因

之一（侯亞寧，2005）。

王舜偉、孫彬訓與顏祺昌（2001）之前針對廣播賣藥節目媒體生態

的研究，便發現參與賣藥電台叩應民眾有其特點，即生活圈較小、教

育程度較低，叩應節目儼然成為這些社會地位較低者抒發心情與發聲

的管道，特別是主持人營造出一家人的氛圍，與利用節目進行守望相

助、暢所欲言的功能，更凝聚收聽者對於節目的忠誠度與參與節目互

動的意願。

此外，賣藥電台主持人的談話方式，也會影響消費者對產品購買

意願與資訊搜尋意願（董正𤧟、詹國勝、曾琳，2008），主持人不僅是

廣播或電視購物節目中的靈魂人物，更是足以影響節目存歿的重要角

色之一（Grant et al., 1991）；如同陳婷玉與王舜偉（2006）所指，社會大

眾不能只用單一觀點看待賣藥廣播節目（例如合法或不合法），這些節

目長久以來陪伴與關懷弱勢民眾，提供民眾抒發心情的功能，其角色

及重要性不應該被忽略。

四、豈止是「賣膏藥」而已：給人溫暖的社會支持 

表面上看來，賣藥節目販售的是保健食品等；但深入思考，它可

能提供了更多觀眾「肉眼看不見」的社會支持。

「社會支持」一詞是Cassel與Caplan於1974年提出的概念。Lett等

人認為，「社會支持」的主要理論基礎來自於Durkheim所強調的「社會

情感與規則」概念、Cooley提出的「主要團體」（primary group）想法，

以及Bowley所提出的「情感理論」（theories of attachment）（Lett, 

Blumenthal, Babyak, Strauman, Robins, & Sherwood, 2005）。至於社會支

持所指為何？它是一個多面向的概念，經常因不同的情境產生不同層

次的定義（Williams, Barclay, & Schmied, 2004），多年來學者陸續從自

己的專業領域提出相關定義，例如Birch（1998）認為，社會支持為團體

或個人提供金錢、工具、評價或聆聽鼓勵等協助，以提升他人對自身

的正面評價；Albrech與Adelman（1987）則從傳播的觀點出發，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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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定義為一種介於提供者與接收者之間的『語言』（verbal）及『非語言』

（nonverbal）溝通，具有強化個人自我控制的知覺。

整體來說，學者認為「社會支持」主要是指一種幫助別人克服生活

壓力的力量（Sjolander & Ahlstrom, 2012），它是人與人之間聯結的重要

因素，有了社會支持，個人可以藉此解決情緒的困擾，找尋生活上的

指引，或給予他人必要的回饋（Lin, Dean, & Ensel, 1986）。社會支持大

致可區分為「情感性的支持」、「工具性的支持」、「資訊性的支持」與「鼓

勵性的支持」等幾種類型。其中，「情感性的支持」是藉由支持提供者透

過語言或非語言的形式，對接收者傳遞關心、鼓勵或安慰等，讓被支

持者產生正面積極的能量，且從中獲得滿足感與慰藉（Taylor, Sherman, 

Kim, Jarcho, Takagi, & Dunagan, 2004; Ye, 2006）；「工具性的支持」是指

支持者提供被支持者物質上、經濟上的協助，也就是以實質的服務或

金錢援助，幫助他人解決問題（Taylor et al., 2004）；「資訊性的支持」則

是提供接收者解決事情的方法、訊息、建議等，協助接收者面對困境

（Grochans, Jurczak, Augustyniuk, Szych, & Trypka, 2007; Heaney & 

Israel, 2002; Turner, 1983）；「鼓勵性的支持」則是一種協助他人評估自

我表現的支持，也就是社會支持提供者給予接受者建設性的回饋，相

對可以提高接受者的自我評價（Heaney & Israel,1997）。

台灣地區的學者近來針對老年人所接收的社會支持進行研究也發

現，台灣老年人的社會支持主要來源為家庭（配偶、子女或手足）（石

泱，2004），子女愈多的老年人，得到的社會支持相對比較多（鄭淑

子，1998）；但台灣近來因為社會型態轉變，子女與年長父母合住的狀

況愈來愈少，使得台灣地區的老年人必須轉往其他的社會網絡或資訊

平台（例如廣播或電視）尋求社會支持（郭建賜、吳燕玲、藍素利、鄭淑

真、林宜君，2007）。

正因如此，廣播或有線電視賣藥節目找到它的生存空間，節目主

持人透過關心老年人等方式，捉住老年人這個收聽族群。有關賣藥節

目的相關研究就發現，賣藥節目內容經常為老年人量身訂作，成為老

年人獲取社會支持的管道之一，以王舜偉等人（2001）的研究為例，他

們針對台灣地區收聽廣播賣藥節目的老年人進行深度訪談，便發現賣

藥節目同時提供藥品資訊（即使所提供的醫藥資訊不見得正確）及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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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謠，使得收聽節目的老年人覺得這類型的節目兼具資訊與娛樂

功能；特別是節目主持人會透過解答醫療疑問，讓收聽節目的老人家

不自覺地想像主持人就如家人或朋友一般，並藉由這樣的方式帶給聽

眾社會支持。

五、我給支持，你掏腰包：社會支持對消費行為的影響

社會型態改變劇烈，面對面的人際社會關係愈來愈不容易維持之

下（Chen, Simon, Chang, Zhen, & Dong, 2014），電視這個「黑盒子」成了

老年人生活中獲取社會支持的管道之一。近來學者便企圖將智慧型電

視發展為社會支持交流的平台，希望在少子化的世代中，智慧型電視

可以成為老年人與朋友、家人平常連絡的中介管道，適時提供老年人

必要的社會支持（Fitrianie, Huldtgren, Alder, & Guldemona, 2013）。

賣藥電台所發揮的功能，正與上述國外學者針對智慧型電視的想

法大同小異，都是希望透過中介媒介提供的社會支持，為老年人帶來

友伴及溫暖等感受。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電視節目給予觀眾社會支

持後，通常還會進一步影響其消費行為（O’Neal, Wickrama, Palston, 

Llich, Harris, Coccia, et al., 2014），例如國外學者針對電視節目主持人

與觀眾的互動進行研究便發現，老年人在觀看電視過程中，藉由節目

互動，獲取社會支持，主持人與節目觀眾之間便發展像朋友或家人一

樣的情感，觀眾進而對節目主持人產生高度依賴，當觀眾對主持人或

節目的評價愈高，其花費購買節目銷售的商品金錢也就愈多（Skumaich 

& Kintsfather, 1993）；同樣地，台灣的賣藥節目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

希望觀眾願意掏腰包買藥，在其社會支持的糖衣包裝下，進行藥品促

銷活動（王舜偉、孫彬訓、顏祺昌，2001；陳婷玉、王舜偉，2004）。 

六、小結

一個賣藥節目可以存活下去的原因，在於背後有一群企劃人員、

經營主管詳細規劃節目流程之外，還要有口條相當不錯的節目主持

人，加上死忠的觀眾；當然，賣藥節目還涉及政策法規，多年來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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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的稽查人員也對賣藥節目緊盯不放，但整個賣藥文化依然得以在

夾縫中求生存，它背後究竟存有那些實務界或學術界所看不到的訣

竅？從文獻討論的內容來看，本研究有必要從傳播的角度出發，透過

場域觀察及深度訪談等方式，剖析有線電視賣藥節目主持人究竟透過

那些方式提供觀眾社會支持，以達成藥品行銷目的，才有機會一探賣

藥節目究竟「賣啥膏藥」。

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整體而言，本研究企圖瞭解電視賣藥節目主持人與觀眾之間的互

動情境、方式、內容為何，並進一步回答下列幾個研究問題：（一）賣

藥電視節目究竟提供觀眾那些社會支持？（二）賣藥電視節目透過那些

方式提供觀眾社會支持？以及（三）節目主持人如何善用社會支持以達

藥品行銷之實？研究架構如下所列：

圖一 從賣藥節目互動內容、製作企劃與經營以及衛政稽核人員等不同觀點討論觀眾的購藥行為

為達上述目的，本研究採用場地觀察及深度訪談兩種方式蒐集相

關資料。就場地觀察而言，研究人員為瞭解賣藥電台主持人與觀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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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進行現場及電話互動，特地前往電台觀看現場錄影；另一部份的觀

察，則由研究人員前往聽眾家中觀察其收視狀況，作為本研究的參考

資料。至於深度訪談部份，則由研究人員訪問節目主持人、節目製作

的企劃及經營管理人員、現場參與錄影的觀眾、打電話向電台買藥的

觀眾及衛政人員。訪問節目主持人及觀眾的原因，在於雙方是賣藥節

目的主角，其互動過程為本研究的主要研究重點之一；訪問節目製作

的企劃及管理人員的目的，主要是觀眾在現場節目錄製之前，都是由

節目製作人員或管理人員負責招待，且當節目開始錄製時，節目製作

的企劃或經營管理人員也成了節目主持人及觀眾互動過程的旁觀者，

經年累月之下，節目製作企劃及經營管理人員對於節目中的狀況瞭若

指掌，也清楚節目主持人在那些情況下會採用那種策略與觀眾進行互

動，其訪談內容可以回應本研究關心的問題之一：「賣藥節目如何規劃

所有的互動內容？以及節目現場所發生的主持人及觀眾互動故事？」；

至於訪問衛政人員的理由，主要是衛政人員在稽查賣藥節目之前，必

須搜集相關資料，平常也需走入社區進行用藥安全衛生教育，賣藥電

台文化是他們經常碰觸的議題，其對賣藥文化的觀察及實際的稽查經

驗可以幫助回應本研究關心的另一個問題：「主持人通常運用那些方式

來吸引觀眾，以引發他們購藥的行為？」

二、觀察及訪問對象

嘉雲南地區為有線電視賣藥節目的主要收視地區，本研究以嘉義

地區某一賣藥電視台為研究對象，該電視台能見度較高、收視範圍

廣，並與某生物科技策略聯盟合作密切。

研究人員會先向被觀察者或受訪對象說明研究目的及過程，並詢

問他們是否願意接受觀察及訪問。其中，場地觀察部份主要前往賣藥

電台以及收看賣藥電台節目的觀眾家中進行，並寫下場地觀察筆記；

至於深度訪談部份，研究者會先詢問受訪者是否願意接受面對面訪談

及全程錄音，研究者也會特別告知受訪者整個訪談內容僅為研究之

用，資料內容絕不外洩。

本研究歷時大約一年半（2012年9月至2014年5月）時間，研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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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先針對賣藥節目現場錄影進行三回（每回大約一小時至兩小時）的田

野觀查，之後再對兩位節目主持人（編號A與B）、六位觀眾（編號C、
D、E、F與G）、一位衛生局的稽查人員（編號H）、兩位節目企劃人員

（編號 I與 J）及一位節目經理（編號K）進行深度訪談，最後再前往兩位

觀眾（編號L與M）的家中進行田野觀察，瞭解其觀看節目時如何與主

持人進行扣應的互動。受訪觀眾都至少觀看過一年以上的賣藥節目，

其年齡都在65歲以上（依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滿65歲稱為老人，即所

謂「銀髮族」）。

三、場地觀察及深度訪談過程

本研究的場地觀察分為錄影現場觀察及觀眾在家中收視狀況的觀

察兩部份。關於錄影現場觀察部份，研究者先取得賣藥節目錄製單位

同意，以觀察者的身份在錄影現場觀察節目製作實際流程、主持人主

持風格及參與錄製人員之間的互動（例如主持人與觀眾之間的互動、觀

眾與觀眾之間的互動等），並將觀察內容書寫為場地觀察筆記；另外，

研究人員也在觀眾的同意下，約定時間前往其家中實地觀察其收看賣

藥節目的狀況，並將觀察結果書寫成場地觀察筆記。

此外，研究者於觀察節目錄製狀況後，再分別與節目主持人及觀

眾約定時間，進行一對一深度訪談。正式訪談主要採用半結構式訪談

方式，除了要求受訪者填具個人基本資料之外（例如性別、年齡等），

進一步針對研究者在場地觀察過程中所整理出的研究相關面向進行深

度訪談。

藉由這些問題，可以瞭解觀眾主要接收那些社會支持（例如詢問賣

藥節目滿足你那些需求？提供那些社會支持？）、透過那些管道獲得社

會支持（例如詢問主持人會透過那些活動作為提供支持的方法？或主持

人會採用那些方式吸引觀眾）以及社會支持對觀眾購藥行為的影響（例

如詢問賣藥過程中如何讓觀眾覺得可信？願意掏腰包等？）

針對主持人部份，訪談題目大略包括：（一）請問你覺得賣藥節目

主持人需要具備那些基本條件？（二）就你個人的經驗，你覺得賣藥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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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需要具備那些元素以吸引觀眾的注意？（三）請問那些活動是賣藥節

目中不可或缺的？理由何在？（四）從傳播行銷的角度來看，請問賣藥

節目主持人與觀眾互動過程中需要注意那些訣竅？

至於觀眾部份，本研究主要詢問下列幾個問題：（一）請問你為何

喜歡收看賣藥節目？（二）請問賣藥節目滿足你那些需要？給你那些支

持？（三）請問賣藥節目主持人做那些事（或說那些話）最吸引你？原因

何在？（四）請問賣藥節目主持人所說的話你相信或不相信？原因何

在？會不會影響你的購買行為？

對於衛政人員的訪談部份，主要詢問：（一）就你的稽查經驗來

看，賣藥電台節目主持人通常運用那些方式來吸引觀眾，以引發他們

購藥的行為？（一）就你的瞭解，觀眾大多以那些方式向賣藥電台購

藥？至於針對節目企劃及管理人員的訪談問題，包括：（一）可以請你

描述一下電台節目錄製過程大略如何？每個節目流程主要目的為何？

（二）觀眾與主持人之間的互動過程中，有那些有趣的故事？對節目產

品促銷產生那些影響？

除上述問題外，研究者也會針對受訪者所回答的答案進行問題調

整或深入追問，以獲取更深入的資料。訪談地點主要在錄影現場的休

息室，或是受訪者家中。研究者總共前往賣藥電台進行三次的錄影實

地觀察，並將觀察結果書寫成場地觀察筆記，以供分析之用；一對一

面對面訪談部份，大約花費四十分鐘至一個小時。

四、資料整理與分析

關於場地觀察，研究者主要將所聽、所見，寫成場地觀察筆記，

以供分析之用；至於深度訪談部份，研究人員先將訪談結果整理為逐

字稿，也適度地將受訪者當時回答的語氣與口吻附加描述。為執行質

性資料分析，研究者與助理反覆細讀訪談結果書面資料，並交換意

見，再根據相關文獻及研究資料提出的重要面向及概念予以編碼，以

區分不同主題，供本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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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分析

本研究的訪談結果分析，主要參考研究架構的內容發展而成，首先

分析節目主持人與觀眾之間的互動為何？這問題的訪問資料可能來自現

場的觀察，也可能來自於節目主持人、觀眾或是節目工作人員的訪談；

其次，再針對傳達社會支持的方式進行討論，包括那些互動方式可以幫

助主持人與觀眾之間建立互信與情感；最後再討論上述這些社會支持及

互動的噱頭，如何促成觀眾的購藥行為。相關分析內容如下：

一、處處可見的社會支持

賣藥電視節目主持人的工作，不僅要滿足觀眾的娛樂需求，也要

扮演觀眾的好友、說話對象，即使是陌生的觀眾叩應進來，主持人也

要以朋友的口吻關心、寒暄，主持人與觀眾的對話內容可以從今年農

作收成好不好，到兒子媳婦有沒有回來探親等話題；此外，賣藥節目

主持人還會針對一些當下發生的新聞，與觀眾分享自己的觀點與相關

經驗。

主持人開始鼓吹觀眾朋友打電話進去唱歌，有一位王大哥點進去

唱「苦酒滿杯」，電視螢幕上同步播放的是幾個月前節目舉辦的出

遊影片，影片中的老人家個個笑得好開心……；唱完後主持人

會關心觀眾最近收成好不好，似乎很了解觀眾的背景，兩人對話

內容一來一往，說到收成不好時，老農還會抱怨政府沒有關心農

民。沒多久，另一位觀眾馬上打電話進節目現場，告訴主持人這

位王大哥的歌聲不錯，有空要請他多打電話進來唱一下。（觀眾M

家中的田野觀察筆記）

主持人一邊解說報紙上詐騙集團的報導，一邊提醒觀眾不要受

騙，還說高學歷的竹科工程師被騙千萬元，八十幾歲的老先生反

而機警地抓到騙子；顯然，高學歷的人反而比沒讀書的還要「憨」

（臺語：笨）。觀眾L邊看賣藥節目，口中念念有詞地說：「你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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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都會關心我們，如果我去台北兒子那邊住，不知道還有沒

有辦法看得到這個。」（觀眾L家中的田野觀察筆記）

一位前往現場參加錄影節目的觀眾則開心地說，他經常觀看賣藥

節目，當天總算有機會看到主持人「本尊」。平常在家中看電視，這位

已經七十多歲的老先生一直很想打電話到節目中與主持人聊一聊，但

電話常常滿線打不通，他就決定親自到現場參加錄影，並趁機與主持

人當面互動一下。

節目主持人都很親切，能看到他們本人更是開心，他們很可愛、

很會逗我們開心，我們這些老人家當然要來支持他們一下。等一

下節目錄影結束後，我還要跟他們聊一下，一定要把握今天的好

機會。（觀眾H的訪談內容）

為了捉住這些死忠的粉絲的心，賣藥節目主持人不僅在節目上要

對這些打電話進來的觀眾噓寒問暖，對於熟客更要掌握其生長背景與

近況，最好是一接到電話就能喊出觀眾的大名。

主持人：「你是嘉義的阿春姨啊，對不對？」

觀眾：「啊你怎這麼厲害，一聽就知道是我？」

主持人：「阿春姨啊，你的聲音這樣好聽，當然會記得，你住在雲

林台西啊，對不對？你說你以前是在幫人剪頭髮對不對？」

觀眾：「啊，你這個帥哥真行，真正要將你疼入心……，哈哈哈！

我聽到你的聲音我也很開心啊，半夜都還想要打開電視機看看你

咧，一天沒看到你就覺得怪怪的，你快唱一條歌給我聽啦，快唱

啦！」

（觀眾C在家中打電話與節目主持人互動的狀況）

主持人要趁著所謂「廣告」時段，讓觀眾打電話進來買藥品，每一

通打進來的人，主持人一定馬上跟他們稱兄道弟，一下稱大哥，

一下稱大姐，主持人還要不斷在節目中面對鏡頭揮手，必要時還

要問候一下觀眾近來好不好；觀眾在掛掉電話後，偶爾還會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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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藥節目工作人員打來關心藥物使用狀況的電話，甚至節目人員

還會打電話來告訴觀眾產品大約那個時間會宅配到府。（觀眾M家

中的田野觀察筆記）

主持人與觀眾的互動不只在節目中，觀眾一旦愛上了主持人，自

然成為他們的死忠「粉絲」（fans），他們會送禮給自己喜歡的主持人，

甚至帶東西到錄影現場烹煮，一起享用。對於年長的觀眾來說，他們

與主持人之間的感情就像家人一樣，主持人往往透過與觀眾的互動，

產生移情作用，減低觀眾的孤單寂寞感。

我最喜歡××這個主持人，親切，會唱歌，又會說話！（觀眾E的訪

談內容）

每一個主持人都有自己的粉絲（微笑），這些粉絲的瘋狂程度，

有時候其實也不輸給年輕人，真的喔！真的，真的！甚至於他們

自己煮東西，在自己家裡做東西，他們還會寄來給你吃、品嚐，

這樣子，都會這樣啊！其實大家都等於是朋友啦，他們家裡大大

小小的事情都會跟我們講，其實真的是不錯啦，對我們都不錯，

啊，我們也很幸運！（節目工作人員 I的訪問內容）

他們就自己買東西食材來這邊煮，請大家吃這樣子，大家都會約

好，啊！很好玩。（節目工作人員 J的訪問內容）

他們都很疼我們啦，因為其實也沒有啦，因為就是真誠地對待他

們。嗯，他們的小孩子都不在家，我們就是跟他們那個互動一下

啦，其實他們就很開心。（節目主持人A的訪談內容） 

這也難怪節目錄影現場的牆璧上貼了不少主持人的沙龍照，個個

擺出來的姿勢，就像是時下年輕人追逐的明星一樣；只是，這些照片

看起來還是有點「老派」，有點像早期歌廳秀的宣傳照一樣。

現場的節目工作人員也強調，有些觀眾一旦成為節目的忠實觀

眾，萬一有一天那位節目主持人想要請假出國遊玩，一定要在節目中

預告，不然觀眾會打電話進來詢問為何某一位主持人不見了，是不是

辭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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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個主持人幾天沒出現，這些阿公阿嬤會覺得怪怪的，馬

上電話就打來了，如果他所支持的某一位主持人在節目中話比較

少，或是另一個主持人經常搶話，他們也會很直接地在節目中說

出來，要另一位主持人不要搶話，要讓他支持的節目主持人多說

一些話！（節目工作人員 I的訪談內容）

由此可知，正面對身體衰弱、獨居、認知功能退化等問題的老年

人（Hays, Steffens, Flint, Bosworth, & George, 2001; Yeh & Liu, 2003），

電視賣藥節目主持人適時提供他們需要的「情感性的支持」（同理心、信

任與愛）（emotional support）、「工具性的支持」（物資、金錢或設備等）

（instrumental support）、「資訊性的支持」（提供有效訊息或解決問題）

（informational support）與「鼓勵性（評價）的支持」（給予個人回饋、肯

定或讚許）（appraisal support）（House, 1981）；而獲得社會支持的老人家

也懂「投桃報李」，成為主持人的死忠粉絲，間接讓主持人賺滿荷包。

節目主持人及觀眾在社會支持的氛圍下各取所需。

二、歡唱、扣應聊天及遊戲等噱頭成為 
  傳達社會支持的重要媒介

叩應點歌或唱歌是賣藥節目規劃內容的基本款。在賣藥節目的點

歌或叩應過程中，觀眾不再是被動的接收者，他們也可以扮演主動參

與者的角色。在賣藥節目中，觀眾的角色起了不同的變化，特別是當

某些死忠的聽眾叩應進節目時，賣藥節目的主持人即可透過聲音辨認

叩應者，有些聽眾得知他所認識的朋友已經成功叩應進節目，還會同

時叩應，進入三方（即節目主持人、叩應者、叩應者的朋友）對話交

談，甚至當發現有首次叩應成功的觀眾，資深觀眾也會叩應進節目，

歡迎新叩應者，這時節目成為如同鄉下「廟口開講」的文化一樣，把所

有的人都「拉」進來。

一旦扣應成功之後，觀眾點歌邀請主持人高歌一曲，主持人唱完

歌，觀眾會打電話到錄影現場給予讚美鼓勵；同樣地，觀眾唱完歌，

主持人也會大聲讚美，讓觀眾獲得更多自信與關懷。前往現場參加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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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錄影的阿公、阿嬤，也都十分重視這個表演機會，每個人不僅盛裝

打扮，必要時還會跑到舞台上跳舞，整個錄影現場宛然像個聯歡歌唱

大會。

現在的阿公阿嬤都很會唱歌，難得有機會上台，他們很願意花錢

買新衣服，有些還自製舞台裝，我們這邊可以說是老人版的「我是

歌手」，台上的人唱得開心，台下的人也看得開心，甚至會跟著哼

歌曲旋律，並打拍子，表情很陶醉的樣子。（節目工作人員 I的訪

談內容）

我穿的這套西裝是我的舞台裝，加上我的墨鏡與帽子，花了我不

少錢咧，但是難得可以上台唱歌，花點錢值得啦；我身邊這位太

太，還帶了好多套衣服過來，她還在等上台，輪到她時就會去換

衣服了。（觀眾E在錄影現場的訪談內容）

啊，主持人這個帥哥不要再說話啦，快一點唱歌給我聽啦，我喜

歡聽你唱歌咧，你趕緊唱一首來聽聽，等一下換我來唱嘿。（觀眾

L家中的田野觀察筆記）

從社會學者的觀點來看，卡拉OK或KTV是種「在地文化的實

踐」，屬於社會性歌唱活動（Lum, 1998），它不僅具備紓解生活壓力等

娛樂功用，也讓表演者可以短暫性地脫離現實生活（Ogawa, 1993）。國

內學者吳翠松（2011）針對客家老年人在地文化中的觀展、表演所進行

的研究發現，老年人在歡唱卡拉OK時，不但是紓解壓力的方式之一，

也透過這樣的活動進行自我展演，宣傳自己的唱歌能力；同樣地，賣

藥節目的歡唱時段，儼然成了老人版的「我是歌手」，讓老人家有機會

展演自我，接受肯定。

但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想要站上賣藥節目的歡唱舞台，參加

現場歡唱錄影的阿公、阿嬤還是需要付出一點點成本；也就是說，上

台唱歌表演的阿公、阿嬤團體，雖然不用繳交任何報名費用，但他們

需購買電視台銷售的商品達一定金額，才有機會到現場高歌一曲。

基本上我們都是免費唱歌，公司的架構就是不用任何費用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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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個基本的要求，就是可能一個團體裡面至少要一半是我們公

司的會員，成為會員其實它也很簡單，不困難，就是說你反正任

何日常用品，你買個五百塊，那個就是產品或是用品，接下來來

就可以成為會員，基本上那個只是一個很小的門檻啦！（節目經理

K的訪談內容）

此外，電視賣藥節目也要在必要時候給觀眾一些甜頭，打電話送

禮物少不得。對於觀眾來說，主持人在節目中與他們玩骰子或是猜

謎，常為節目帶來高潮，當觀眾贏得電視機，在電話一頭笑得合不攏

嘴時，節目主持人也會以誇張的表情及動作為得獎者恭喜；在此情況

下，即便是深夜時段，還是有觀眾願意打電話進來拼獎品。

像玩遊戲呀……什麼的，都是主持人自己安排的，再跟那個機房

人員商討我們要怎麼來做這些，那些機器，那些程式的東西，還

是要請他們來弄，我們可以適應這種節目型態，主流電視節目卻

不一定可以適應我們這種節目運作的方式。（節目主持人B的訪談

內容）

我好開心咧，昨晚我打電話進去，玩骰子遊戲贏了一台電視機，

真的是爽到不行，我平常就是賣藥節目的會員，吃他們的保健藥

品好多年了，經常會向他們買，主持人每回接到我的電話就會問

我近來好不好？還要不要玩遊戲？哈哈哈。（觀眾G的訪談內容）

×宏，你好棒咧，我兒子如果像你這樣會說話該多好，我有三個兒

子，平常都不太愛說話，我打電話進來最愛跟你聊天，最愛跟你

玩「喜巴樂」（註：擲骰子），你要幫我加油，讓我今天得大獎啊！

（觀眾M家中的觀察筆記）

除此之外，賣藥節目主持人還會在上午播出時間，透過算命或是

星座運勢分析等方式，為一天的節目打開序幕。

賣藥節目主持人會在一早節目中剖析當天各種不同星座的運勢，

並說明每個星座當天的幸運色為何；這些年輕人喜歡的東西，在

老人家的生活中也少不得。（賣藥節目錄製現場的觀察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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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命」或「運勢」是許多人尋求安定、解決困境與撫慰心靈的活動

之一。施寄青與陳燁（1997）曾指出，台灣與香港是全世界最愛算命的

兩個地方，特別是台灣社會環境充滿諸多不確定性，算命成為一種安

定身心的另類方法，由於算命具有「友伴」等社會支持功能；所以，電

視賣藥節目會邀請命理老師開闢單元，以電話叩應的方式，提供消費

者占卜問事之用，內容從紫微斗數、姓名學、八字排運到婆媳問題、

事業困境或小孩教養等，提供節目觀眾另類心理治療，也給予情緒上

的支持。

從田野觀察筆記及訪談資料來看，台灣的賣藥節目並不是單純地

賣藥而已，而是透過KTV歡唱等噱頭，與觀眾「鬥陣搏感情」，這些看

來或許平淡無奇的手法，其實正好打中了老年人的需求；這也呼應了

國外學者所強調的「娛樂媒體」（entertainment media）行銷策略，在沒有

壓力下，透過趣味活動，將訊息傳給目標對象（Singhal & Rogers, 

2001）。

三、在社會支持氛圍中達到銷售目的

電視賣藥節目近來不會很直接地推銷產品，但他們會利用各種方

法讓產品在消費者的眼前曝光，例如錄影現場會擺放許多產品，藉由

現場熱鬧的氣氛，讓觀眾有意無意地看到產品，主持人再利用一點時

間向前來參加錄影的觀眾推銷一下，馬上就金錢入袋。

研究人員在電視節目錄影大樓發現，業者會在某一層樓擺放各種

節目販售的產品，從保健食品、鍋子到酸痛貼布，應有盡有。根據節

目主持人的說法，銷售最佳的藥品主要為心血管藥物或酸痛貼布等。

攝影棚的角落擺放著一個木製的櫥櫃，櫥櫃上放置大約十八、九

種由該電視台銷售販賣的藥品或保健食品，當中包含胃寶、清痣

丸、養肺膏和齒寶等多項產品，還有許多是已在外面藥妝店通路

上市的商品，但都貼上公司的標籤，如×得、統×的維他命等，大

部份也都標上價格，如信×煎魚寶2,980元、信×快炒鍋4,500元、

免火再煮鍋2,980元等；舞台左方有個玻璃櫃，櫃中則是擺放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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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台的紀念品，如紙鎮、紀念筆等。（賣藥節目錄影大樓的觀

察筆記）

通常，節目主持人在節目一開場，都會先以關心觀眾的角度出發，

內容不乏「各位鄉親大家好，你會晚上睡不著嗎？肩膀酸痛？眼睛霧 

霧嗎？今天我要向你介紹一款不錯的東西，讓你吃了之後，這些「症頭」

（臺語：毛病）都一一解決，它就是採用深海魚所製成的DHA48……」 

之類的關心話語，之後就開放扣應電話，有些打電話進來購買的觀眾還

會幫主持人背書，大嘆服用主持人介紹的保健食品之後，身體健康了，

所有的酸痛也沒了，這時主持人就會對幫忙背書的觀眾不斷道謝，也藉

此告知其他觀眾他不是胡言亂語的「王祿仔仙」，而是購買服用後的觀

眾心有所感，願意為節目推銷的保健食品當見證人。

這時候電視廣告，廣告上播放約30秒龜鹿二仙膠的介紹，電視就

轉由工商服務時間主持人推銷藥品，主持人開始講解藥的功效，

主要適合骨質疏鬆老年人食用，也適合全家大小不分年齡食用，

而且特別強調衛生署合格標章，售價是半斤龜鹿二仙膠加贈人蔘

保養丸，總共5,000元，而一斤的要10,000元，還限量300組，觀

眾L拿起電話旁的龜鹿二仙膠看了一下說，他 (主持人 )推薦的都

很有效，而且都會要我們先去「給先生ㄎㄨㄚ ˇ」（臺語：看醫師），

我都還會推薦給隔壁鄰居，可是我不常買、不常吃啦，女兒會

罵。……這時候電視上有一位××姊打電話進去，要購買一斤的保

健食品。（觀眾 L家中的田野觀察筆記）

其實來到我們這邊的客戶，他們在問的時候，我會告訴他，你先

去看醫生，看醫生跟你講怎麼樣，如果不是很嚴重，就請醫生幫

你檢查，吃藥就好了，我們通常都是這樣處理，不是說直接賣他

藥，因為我們也不曉得他什麼毛病，我們不可能隨便賣他藥，之

後害到別人，對不對？一定是讓他先去給醫生診斷一下啊！（節目

經理K的訪談內容）

我有買他們賣的那個魚油，吃完之後我的酸痛真的沒有了，……

這些主持人真的很好啦，我們這些老年人大家根本不想管，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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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願意聽我說說話，跟我「開講」（臺語：聊天）一下，我當然

要支持他。（觀眾D的訪談內容）

你如果肩膀酸痛，眼睛看不清楚，頭暈暈地，你就可以買這一種

回家吃看看，效果不錯，××姨也吃過，她剛剛就已經跟大家分

享了，這不是我在說而已，吃過的人也打電話進來見證了，對不

對？不好的東西我不會介紹給大家啦，我自己也在吃啊，效果真

的不錯啦。（節目主持人A在錄影現場與觀眾的對話）

我是會員啦，我只要打電話進去，主持人都可以立刻叫出我的名

字，如果有其他的問題，沒辦法在電視上聊，就會幫我轉到其他

線上，有專人會告訴我，他們還會讓我累積點數，以後還可以有

贈品，算是不錯了，……郵差明後天就會將我買的東西送來了，

我再給他錢就好了。（觀眾F的訪談內容）

這個節目聽說有一百多線的電話，經常被打到爆掉，他們就是有

辦法吸引老年人的注意，賣藥節目那一套行銷手法真的是學不

來，要像他們這樣能言善道，讓阿公、阿嬤乖乖地將錢掏出來，

真的很不容易。我們也想過要用這樣的方式來進行衛教，但我們

找不到像他們這樣的會說話、具有鄉土味道的人。（衛生局稽查人

員H訪談內容）

近來，賣藥電台也不放棄透過傳播科技，拉住各種可能的消費族

群。以嘉義地區的某家賣藥電視台，最近還成立官方網站的討論區，

不僅主持人與觀眾可互相交流，觀眾與觀眾之間也可以交換心得。節

目播放時，也會在螢幕的跑馬燈上不斷出現教觀眾如何下載APP的字

幕，打破過往大家對於賣藥電台「俗又有力」的刻版印象。

在我們的網站上，觀眾可以匿名方式發表文章、回應、留言等，

每日固定會有數篇主題文章發佈，內容包括對節目的討論、歌曲

曲名的疑問、讚美當天節目主持人、提出對節目或公司的建議與

對藥品或保健食品的推薦等。（節目工作人員 I的訪談內容）

親切、溫暖、幽默的主持風格，加上一句句貼心的問候語，必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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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送點東西，讓賣藥節目主持人不著痕跡地走進觀眾的生活中。近

來，傳播科技日新月異，電視台在經營賣藥節目時，也沒有放棄這些可

以吸引更多消費者的管道，錄影現場也是五光十色，外加高檔的錄影器

材與場地，於是一群老年人快樂地上台唱歌、跳舞，回家後繼續打電話

到節目中購買產品，節目主持人也在哈哈笑笑當中，賺足了銀子。

結論

從本研究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賣藥節目主持人十分瞭解觀眾的

需要，在節目運作過程中，不但透過各種行銷手法推銷藥物，更懂得

關心觀眾的生活點滴與傾聽心事，主持人扮演娛樂、醫病的角色，還

充當觀眾的家人或朋友，適時給予必要的社會支持，難怪每一個主持

人擁有個人的粉絲之外，還可以打下高額的賣藥績效。

本研究從場地觀察也發現，賣藥節目業者懂得透過電視的聲光及

互動效果，強化節目主持人與觀眾之間的互動關係，減低賣藥的商業

氛圍，讓觀眾在被關心的當下，不自主地觀看節目中放映的藥品項

目，並打電話到節目中下單。雖然主持人與觀眾不見得可以面對面互

動，但觀眾會透過自我想像，想像節目主持人是自己的好友，而他自

己便是整個節目社交場合的一份子；也就是說，節目主持人在與觀眾

的互動過程中，完全掌握了「擬社會人際互動」的精髓，牢牢地捉住觀

眾的心。

從本研究所發現的賣藥節目與觀眾之間的互動狀況來看，賣藥節

目並不是單純地賣藥而已，而是透過各種互動娛樂的噱頭，與觀眾建

立如家人般的感情，這些看來或許平淡無奇的手法，其實正好打中 

了老年人的需求，也就是節目企劃與主持人瞭解「觀眾需求取向」

（audience-oriented approach）的傳播行銷策略（Randolph & Viswanath, 

2004），源源不絕地提供觀眾各種類型的社會支持，例如藉由透過噓寒

問暖（「吃飽沒」）或經由互動語言逗觀眾開心，傳達「情感性的支持」；

解說各種保健藥品的功效（保護關節或眼睛），強化「資訊性的支持」；

採取扣應送禮或集點數策略，給予「工具性支持」；還是在觀眾扣應歡

唱後給予鼓掌，作為一種「鼓勵性的支持」等等，短短時間內，這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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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供觀眾社會支持的話語、精神或互動方式，很快地就拉近主持人

及與觀眾之間的距離。

在賣藥節目中，觀眾接收自主持人所提供的社會支持，是傳統醫

病關係所缺乏的；有趣的是，社會支持卻是影響老年人的生活品質的

重要因素（Yeh & Liu, 2003）。有線電視頻道的賣藥節目，讓主持人與

觀眾之間的互動變得更多元有趣，藉由節目中的娛樂互動，主持人與

節目觀眾可以漸漸發展像朋友或家人一樣的情感，製造一種「錯覺式的

親密關係」，觀眾進而對節目主持人產生高度依賴，花費購買節目銷售

的商品金錢也就愈高（Skumaich & Kintsfather, 1993）。 

社會支持來自何處？可能來自家人、朋友、鄰居或親戚，也可能

來自於伴侶、社工人員或工作夥伴，但這些人不見得在當事人需要的

當下，願意適時提供社會支持；特別是台灣近來因為社會型態轉變，

子女與年長父母合住的狀況愈來愈少，導致台灣地區的老年人必須轉

往其他的社會網絡或資訊平台尋求社會支持（郭建賜、吳燕玲、藍素

利、鄭淑真、林宜君，2007），電視賣藥節目就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

找到它可以著力之處。

當有線電視賣藥節目找到它的生存空間，節目主持人透過關心老

年人等方式，捉住了老年人這個收看族群，其提供的社會支持類型，

可以是情感性的支持，也可能是資訊性或鼓勵性的支持。賣藥節目內

容經常為老年人量身訂作，讓收聽節目的老人家不自覺地想像主持人

就如家人或朋友一般，並藉由這樣的方式帶給聽眾社會支持；這也難

怪受訪的主持人強調，某些觀眾日子一久就成了他們忠誠的「粉絲」。

整體來說，本研究發現，賣藥節目雖然被放置在一個具備聲光效

果、互動性與娛樂性的媒體中播放，但它的精神其實與早期台灣社會

盛行的「王祿仔仙」文化（林江山，2003；吳惠卿，2010）同出一轍，都

是透過生動的話語、有趣的對話、表達關心，提供社會支持，間接達

到賣藥的目的。有趣的是，民國五十九年「藥物藥商管理辦法」公布，

之後民國八十二年修正為「藥事法」後，行走江湖賣藝兼賣藥「王祿仔

仙」，紛紛轉型成為國術館店舖或功夫館（林江山，2003；吳惠卿，
2010），多年之後興起的賣藥節目，一樣在政府的醫藥相關法規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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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若隱若現，找尋生路；這意味即便時空遞嬗，個人對於社會支持

的需求始終不變。

隨著賣藥節目由廣播電台轉戰到有線電視台，主持人不但扮演「現

代王祿仔仙」的角色，也在互動過程中提供老人家一定程度的社會支

持。儘管醫護界對於賣藥節目的行銷手法展現出的「魔力」又愛又恨，

但從本研究的發現來看，賣藥節目的確有它值得學習之處，向賣藥節

目「取經」，學習其行銷互動策略所提供的社會支持，或許才是改善衛

生教育與醫病溝通品質的第一步。本研究因此建議，要解決賣藥節目

對觀眾產生的負面影響，政府單位除了加強民眾的用藥安全宣導，增

加多元化宣導管道與方式，以及推動社區藥局藥師對民眾用藥諮詢等

政策之外，也應該加強社區衛教師或藥師的用藥安全宣導傳播技巧，

學習如何在互動過程中，提供民眾必要的社會支持，藉由營造被愛、

被關心的氛圍，提升民眾對社區衛教師或藥師專業的信任感，進而表

現正確的購藥及用藥行為；至於政策部份，現行的有線電視賣藥節

目，只要在畫面上打上「廣告」兩字，便有意無意地賣起藥來，法規的

約束效果等同「狗吠火車」，像這樣的法規是否合宜？「廣告時間」是否

給了賣藥電台另一個生存空間？這問題也是衛政單位當下必須好好思

考的問題。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採用場地觀察、深度訪談等方式進行，透過研究者的

田野筆記及賣藥節目經理人、製作團隊、觀眾及衛政人員的訪談，呈

現賣藥節目主持人如何透過給予社會支持，達到銷售目的；但本研究

所觀察的節目及觀眾大多以中南部地區為主，至於北部都會地區的觀

眾如何看待賣藥節目？其行銷手法及提供的社會支持是否與中南部地

區的狀況有所不同？值得日後的研究進行深度研究及比較。

此外，本研究主要針對賣藥節目中的社會支持進行討論，進一步

思考其對節目產品行銷的影響，但本研究在研究過程中發現每一位主

持人有其不同魅力，其所使用的語言、選唱的歌曲及其與觀眾互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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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也各有不同風格，間接形成不同的粉絲團，這些主持人與「粉絲」

之間如何維繫情感？他們之間的人際互動關係究竟有那些特有的模

式？也是日後研究可以多加著墨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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