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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进入21世纪，电视的生存，面临着严峻挑战。
如果说20世纪是电视的时代，那么，当历史进入21世纪之后，电视这个传媒界的“老大”，在网络这
个新兴的“第四媒体"的冲击下，已经悲惨地变成了“传统媒体”，开始与早已过时的印刷媒体、广播
媒体为伍了。
     本书试图通过多个侧面、多个层次、多个领域探寻中国电视文化的生存方式、生存状态、生存语境
、生存现实⋯⋯也通过现实分析，将中国电视文化置放于影响人类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存在方式的
关键条件—物质的、意思形态的，尤其是科学技术的种种发展因素所勾织的网络中，前瞻其未来发展
的走向、脉搏及其种种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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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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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科研成果三等奖）《电视艺术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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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性    二、电视节目生产必须具备宜地性    三、电视节目必须同时具备易行性  第四节 市场化语境下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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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生理化  第六节 电视媒介主体多元化与电视节目运作    一、电视媒介主体的多元化    二、电视节目编
创模式的更新    三、电视节目从创作转向运作    四、“参与和互动”理念下的电视节目运作误区第三
章 电视文化的形态思考  第一节 电视艺术品质新探    一、审美标准不等于创造标准    二、以审美标准
批判艺术创造品质的后果    三、电视艺术品位的评判标准  第二节 电视艺术属性新探    一、理论误区    
二、“声音”方式下电视纪录与主体诠释的有机整合    三、“画面”方式下电视纪录与主体诠释的有
机整合    四、“镜头”方式下电视纪录与主体诠释的有机整合  第三节 从纪录开始的电视艺术    一、电
视纪录作为电视艺术活动的起点    二、电视纪录改变纪录对象的存在状态    三、电视纪录改变纪录对
象的存在结构    四、电视纪录改变纪录对象的自在流程    五、电视纪录改变审视对象的角度  第四节 电
视纪录中非理性因素的控制    一、非理性因素的传递    二、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方式    三、非理性因素
的利用方式    四、非理性因素的存在方式  第五节 电视纪录对主体理念的表达途径    一、一种纪录一种
表达    二、多种纪录一种表达    三、一种纪录多种表达    四、多种纪录多种表达  第六节 电视纪录片类
型探索    一、内容创新与形式创新的有机统一    二、叙事逻辑的内在有机性和视觉呈现性     三、叙事
整体情致的始终如  第七节 通俗电视剧形态分析    一、通俗电视剧的界说    二、通俗电视剧产生的背景
   三、通俗电视剧的创作特征    四、通俗电视剧的发展历程    五、通俗电视剧的类型    六、通俗电视剧
的创作思辨  第八节 “故事”氤氲里的中国电视文化    一、“故事"：电视节目叙事的市场攻略    二、
“故事”：电视节目叙事的基本结构    三、“故事”：电视节目叙事的情节化    四、“故事”：电视
节目叙事的世俗语态    五、“故事”：电视节目审美的伦理化    六、“故事”：电视节目创新的形式
屏障  第九节 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少儿电视晚会创作理念    一、理念的创新    二、理念的艺术表现  第十
节 改编型电视艺术创作本体规律探索    一、作为生活的艺术     二、粉碎与重构    三、忠实与理解  第十
一节 电视形象片创作解读    一、美：内涵的凝炼神韵的萃取情感的升华    二、美：艺术的创作核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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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原则  第十二节 京派电视文化的流变与融合    一、京派电视文化的地域根基    二、北京人的变迁    
三、京派电视文化的流变    四、京派电视文化的鲜明特征    五、京派电视文化的现实误区第四章 电视
文化的未来展望  第一节 高科技的飞速发展    一、液晶技术    二、数字技术    三、高清晰度技术  第二
节 网络文化的时代    一、网络文学    二、网络音乐    三、网络绘画    四、电脑戏剧    五、虚拟主持人  
第三节 网络艺术的特征    一、虚拟化    二、交互化一    三、游戏化一  第四节 艺术理念的创新    一、群
体复制    二、制作原则    三、人造现实    四、电子空间     五、形象所见    六、感受能力    七、多重交叉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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