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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大众文化属性的改造和提升、演剧审美艺术、屏幕上演剧艺术、运用画面讲故事的艺术以及电
视剧的文学特征、文化蕴含、电视意识、电视剧价值的规范及其体系创造、电视剧的功能及其综合效
应等不同维度深刻阐述了电视剧的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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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直到现在为止，还有不少人主张，电视剧是一种大众文化，是一种具有大众文化属性的“文化快
餐”，不是艺术。
　　而我这一部《电视剧原理》，是把电视剧作为一种艺术来加以诠释的。
　　怎么看待这种不同的认识和说法，或者说，不同的主张和理论界定？
　　要是联想到电影有商业片和艺术片的区分，再看电视剧也有了《天龙八部》、《还珠格格》和《
长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牵手》、《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不同，我们就能认定，
电视剧也有了商业剧和艺术剧的不同类别了。
　　这种不同类别的区分，是电视剧在7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演变、分化的结果。
　　这种演变、分化的进程是，在本原的意义上具有大众文化属性，或者说，在原生态上具有大众文
化本质特征的电视剧，从1928年问世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尤其在1958年以后的中国，处在复杂的文
化语境之中，它的大众文化属性和特征不断地发生变异，不断地被改造、被提升。
在这个过程里，一部分电视剧保持甚至强化了大众文化属性和本质特征，沿着商业电视剧的道路一直
走到了今天，还有一部分电视剧则淡化、弱化乃至扬弃了大众文化的属性和本质特征，改造了电视剧
的大众文化面貌和骨血肉身，提升了电视剧的蕴含、情趣、格调和品格，便之步入审美艺术的境界，
登上了人类艺术的殿堂，形成为一种艺术电视剧。
　　既然我这部《电视剧原理》要把电视剧作为艺术来加以诠释，而又面对着有些人坚决而且顽强地
要认定电视剧是大众文化的一种载体，我就有必要先来说明这个被改造、被提升的问题了。
　　这种说明，可以有世界和中国这两个视点。
我取中国这个视点，可以让我的读者看得真切、实在，从而觉得可信、认同。
没有这种可信和认同，本书在总共5卷的篇幅里就电视剧的本质、文本、创作、接受和发展所展开的
论述，就无异于在京剧舞台上打了一的“三岔口”了。
　　而中国这个视点，我从一个电视剧艺术学科里的前沿话题说起，这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电视剧
领域里不同形态文化的一场较量说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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