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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当今中国大众审美文化的一种重要艺术的电视剧，因其覆盖面之广、影响力之大，在整个民族的
精神文明建设中起到别的文艺样式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本书尝试以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历史的观点，对中国电视剧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历史及其标志性作
品作出独到的分析，注重探索电视剧艺术发展与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其他文艺发展的关系，注重阐
明电视剧艺术发展自身的独特规律，观点鲜明，材料翔实，史识兼备，是研究中国电视剧发展历史和
高等学校开设相关课程的合适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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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仲呈祥，1946年生于上海，长于成都，求学立业于北京。
曾帅从著名文学评论家朱寨先生，冶过当代文学思潮史；后师从于著名电影美学家钟惦莱先生，研究
过中国电影美学；现在主要从事文艺美学、影视艺术研究。
原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研究员，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总编辑；现兼任国务院学位委
员艺术学评议组召集人，国家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常委，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南京艺术学院特
聘教授。
著有《艺苑问道》、《银屏之旅》、《当代文学散论》、《审美之旅》等。
陈友军，1988年毕业于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9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
获文学硕士学位；2006年，获得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艺术学文艺美学专业博士
学位。
现为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成果有：《现实题材电视剧艺术真实形态论》（专著）、《中国早期电视剧史略》（编著）
、《文艺学的走向与阐释》（副主编）、《美学前沿（第2卷）》（副主编）。
曾参与《海外华文文学综论》、《红硕的花朵——新时期女性文学论》、《当代报告文学赏析》等著
作的部分章节的撰写，在《当代电影》、《现代传播》、《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当代电视》、《
电视艺术》等国冢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近2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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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中国电视剧的历史分期  一、中国电视剧历史发展的轮廓及其发展阶段  二、中国电视剧担纲的
社会角色第一编  初创时期的中国电视剧(1958—1966)  第一章　中国电视剧的滥觞    第一节  中国电视
剧的诞生    第二节　初创时期电视剧的社会角色  第二章　中国早期电视剧的美学形态    第一节  电视
小戏    第二节  电视报道剧第二编  “文革”时期的中国电视剧(1966．5—1976)  第三章　文化专制主义
下的电视剧的“从属论”、“工具论”角色第三编  复苏时期的中国电视剧(1976．10—1981)  第四章　
复苏时期中国电视剧的文化探索与美学追求    第一节  中国电视剧的复苏及其取得的成就    第二节  短
篇电视剧的主题开掘与美学追求    第三节  引进剧对内地电视剧创作的影响  第五章  “走自己的路”：
电视剧本体意识的觉醒    第一节  “走自己的路”的含义    第二节  电视剧观念的转变    第三节  电视剧
文体意识的觉醒第四编  发展时期的中国电视剧(1982--1989)  第六章　当代文艺思潮的影响与电视剧独
立品格的形成    第一节  文学思潮、电影理论建设对电视剧观念的影响    第二节  中长篇电视剧的创作
实绩与电视剧独立品格的形成  第七章　文化启蒙与政治改革：历史反思与改革者形象的创造    第一节
 20世纪80年代文化背景描述    第二节  历史反思与电视剧新的文化启蒙角色    第三节  改革英雄形象为
当代生活传神写照　⋯⋯第五编　走向成熟的中国电视剧（1990年至今）不结语语　改革开放以业中
国电视剧创作实绩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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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是以广播为依托得以迅速发展的。
如果说人民广播的诞生是在1940年12月30日，那么中国广播的诞生则可以追溯到1923年中国境内出现
第一座广播电台。
新中国的成立，百废待举，但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广播事业的发展，1955年中央广播事业局提出在北京
建立电视台，周恩来批示：“列入文教五年计划中讨论”。
195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向中共中央汇报广播事业发展规划时，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
期间试办电视的问题。
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就代表党中央对广播工作做了指示。
刘少奇在《关于广播工作的谈话》中讲了十个问题，其中第三个问题就是：“要尽快创办电视，自己
生产电视发射机和电视接收机，先黑白，后彩电。
”1957年，香港丽的公司开办了黑白有线电视。
台湾方面也传来消息，将引进美国设备，于1958年“双十”节开始电视广播。
为了赶在国民党台湾当局的前面，于是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加快了步伐，1958年5月1日
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开始试验广播，《人民日报》1958年5月5日刊发“本报讯”报道了这一消息：我国
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已经开始试验性广播。
北京地区备有电视接收机的观众以后每逢星期四和星期日十九点到二十一点可以经常看到电视台的试
验性电视节目。
北京电视台是去年开始筹备的。
今年4月电视台已完成全套电视广播设备的安装工作。
在5月1日晚和5月4日晚试播，北京地区收看情况良好。
今后在试验广播期间，北京电视台将进一步从技术上进行测试和提高质量。
为正式播送电视节目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北京电视台试验广播使用的频率是：图像载波频率为57.75兆周，音伴频率为64.25兆周。
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的试播，标志着新中国电视事业的兴起。
而这一年6月15日电视剧《一口菜饼子》的播出，又标志着中国电视剧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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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电视剧历史教程》：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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