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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国传媒大学校庆55周年之际，《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也迎
来了30周年刊庆。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创刊于1979年，迄今走过了整整30年的历程。
作为国内创刊最早的广播电视学术期刊之一，30年来我们向广大读者奉献了160多期刊物，5000余篇论
文，发行总量50万余册，为中国广播电视学术与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现代传播》30年的发展历程　　《现代传播》在30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三个时期，呈现
出不同的发展特点，这就是以反映教学成果为主导的时期（1979-1990年）、以面向社会文化为主导的
时期（1991-1997年）、以引领传媒学术为主导的时期（1998年至今）。
　　1.以反映教学成果为主导的时期（1979-1990年）　　1979年10月，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激荡着北
广校园。
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教师们满怀创业的激情，提出了创办一份学报的倡议，很快得到了上级主管部
门的批复。
由袁方、李冲、李焕生同志组成了编辑部，康荫、田本相、时煜华、刘寿昕四位专家作为特邀编辑参
与了学报的创建。
四年后的1983年，学报由内部发行改为公开发行。
　　这一时期，学报的办刊宗旨主要是体现学校的教学成果，同时也涉及到广播电视界的部分研究内
容。
围绕学校的主干专业，在新闻学理论、广播电视报道、播音主持、广播电视文艺以及摄影、外语等方
面刊发了大量文章，在广播电视学界和业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开设的主要栏目有：“广播新闻编采”、“电视新闻编采”、“广播文艺”、“电视文艺”、“讲播
艺术”、“教学研究”、“国外广播电视”、“书评”及“外事往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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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国传媒大学校庆55周年之际，《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也迎来
了30周年刊庆。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创刊于1979年，迄今走过了整整30年的历程。
作为国内创刊最早的广播电视学术期刊之一，30年来我们向广大读者奉献了160多期刊物，5000余篇论
文，发行总量50万余册，为中国广播电视学术与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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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国涛，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现代传播》责任编辑，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秘书长，中
央电视台音像资料馆总审专家。

主要研究领域有电视剧美学、电视艺术理论、电视节目策划。
主讲课程：《艺术学概论》、《电视节目策划学》、《媒介文化研究》等。

参与编著《电视节目策划学》、《内容为王——中国电视类型节目研究》等，博士论文《论电视剧的
连续性》获北京市“首届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08）。
在《现代传播》、《当代电影》、《电影艺术》等刊物上发表学术文章50余篇。

丛书主编简介：
胡智锋，中国传媒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兼《现代传播》主编，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高校影视学会
会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入选者，入选“新中
国60年影响广播电视进程的60位人物”，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著有《电视美学大纲》、《影视文化论稿》、《电视传播艺术学》等学术著作近20部；发表学术
论文200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多项。
担任百余个电视频道、栏目及大型节目的策划和主刨工作，其中大型电视纪录片《香港沧桑》和《再
说长江》先后荣获“五个一工程奖”等多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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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文化帝国主义”的传播扩张与中国影视文化的反弹——加入wTO，中国影视艺术的文化传播学思考
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华民族影视艺术意义、生产与消费——当代中国电视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电视
文化理念嬗变和趋向电视传播的人文精神当代社会阶层变迁与电视传播价值取向艺术事业、文化产业
与大众文化的混沌和迷失——略论中国电视剧的社会角色和文化策略并与尹鸿先生商榷试论“电视知
识分子文化命名权的搬演——央视大赛策略解读大众传媒与公众身份的建构葡萄牙、欧洲与中国——
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演讲先进文化观照下的传统文化与电视文化数码媒体与赛伯时间艺术舆论监督——
政治文明的重要维度收视率再批判艺术美学与构建和谐社会断想影视文化三论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传
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化生存首都未成年人电视收视行为分析报告后现代语境下中国电视的传播特
征及其文化悖论论中国电视批评理论体系的建立好莱坞影响力探究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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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然，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特别近百年来，对西方文化的“人侵”，我们的态度似
乎除了全盘接受就只有完全拒斥。
实际上，这是一种极为“不真实”的选择。
这种“人格分裂”事实上导致了我们对西方文化的依赖，尤其在思想和认识方面。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文化帝国主义”，我们应该有全新的立场、全新的思维模式，既抵抗帝国主
义或是西方文化的扩张，也反对极端的民族主义。
目前，全球化带给人类文明的巨大变化之一，是各民族国家的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其交流的方式多种
多样，交流的内容更是千差万别。
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的是影视文化间的相互冲突、兼容、理解、共处等问题。
面对全球化，诸多的影视界人士对自身的影视文化处境产生了深刻的焦虑。
全球化下的“殖民化”，目前表现为帝国主义对诸多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上进行资本垄
断、在社会和文化上进行“西化”的渗透，移植西方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习俗，从而弱化和瓦解当地居
民的民族意识。
因此，许多人担心，本国、本地区的影视工作者会不会认同于殖民者的影视文化？
当他们看待自己本土的各种影视文化现象时，会不会不自觉地套用殖民者审视和评定事物的标准与理
论？
这种疑虑并非多余。
但是，无论我们在创作还是在研究中，只要不再忽略帝国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的环境，我们便站在了一
个新的起点。
我们既要反对文化帝国主义在影视业的极度扩张，也要坚决反对极端的民族主义，这应该成为我们影
视界对待外来影视文化的一种不变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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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球化语境中的震荡变革，本土化路径下的激情实践，意识形态、商业伦理和技术发展的多重博
弈。
　　本土化：走符合中国传媒学术与传媒实践要求的本土化道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国际化：在广阔的国际视野中，确立自己的历史与时代方位，关注国际潮流，关注世界大事。
　　人文化：将文、史、哲、经、法、教等多学科的理论成果进行充分的吸纳，以此丰富和深化传媒
学术的内蕴。
　　专业化：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表达方式上，不断在专业领域达到新的高度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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