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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史上，暨南大学新闻传播教育已走过60多年坎坷不平而又不断奋进的历程。
1946年，暨南大学新闻学系在上海创立。
1949年，因暨南大学停办而并人复旦大学新闻系。
1958年，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中文系于1960年开办新闻学专业。
1970年，暨南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停办，新闻学专业随中文系并人华南师范大学。
1978年，复校后的暨南大学重建新闻学系。
从此，暨南大学新闻传播教育走上不断发展的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暨南大学新闻学系逐渐扩大办学规模：1984.年开设国际新闻与传播双学位专业（后改
为国际新闻本科专业），1994年创办广告学本科专业，2001年创办广播电视新闻学本科专业。
2001年，在原新闻学系的基础上组建新闻与传播学院，下设新闻学系、广播电视学系、广告学系。
与此同时，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努力提高办学层次：早在1986年即成为我国第三批新闻学硕士点
之一，2001年又获准设立传播学硕士点；2003年，新闻学同时成为广东省高校名牌专业和国务院侨务
办公室重点学科；2006年成功申报新闻学博士点，成为华南地区首家设立新闻传播学类博士点的院系
，建成本一硕一博一体化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
继2006年成功申报新闻学博士点之后，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2007年又取得了一系列可喜成绩：
①获准设立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②与中文系联合组建的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
获准为广东省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③新闻学获准为广东省重点学科；④新闻学专业获准为教
育部首批特色专业建设点；⑤获准增设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所有这一切，都令人感到气象一新。
之所以能够取得上述各项成绩，一个重要原因是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多年来十分重视学科建设。
特别是2006年暨南大学百年华诞、暨南大学新闻传播教育六秩荣庆之后，学院明确提出了要从教学型
学院逐渐转变为研究型学院的发展战略，确立了学科建设的核心与龙头地位，完善了学科建设的激励
机制，加大了学科建设的支持力度，全院教师以饱满的热情参与到以学科建设为中心的教学与科研工
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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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尽可能地考察了研究“城市意象”的已有的理论成果和相关电视剧作品，对电视剧中城市意
象的诸多现象和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作了深入思考。
本书不仅考察了作为“器”的物质城市意象元素，如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弄堂、苏州的小巷、武汉
的吉庆街、广州的西关等等，还考察了作为“道”的非物质城市意象元素，如不同时期的北京的“皇
城根下的张扬与猥琐”、上海滩的“搏杀与婉约”、珠江边的“殖民与反殖民”等等。
更为可贵的是，玉玮能将电视剧中“城市意象的艺术建构的方式”进行较为全面的总结，能将“电视
剧中城市意象的美学特质”进行梳理，能对“电视剧中城市意象的传播策略和传播效果”进行初步探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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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玉玮，江西余干人。
南开大学现当代文学硕士，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博士，暨南大学新闻学博士后。
曾供职于天津电视台，其制作的《无声舞者》等多部电视作品获得国家和省级奖励。
在《现代传播》、《中国电视》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
项目、国家广电总局部级社科研究项目等多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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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促成了中国市民阶层的崛起，同时也带来了日常生活叙事在中国
当代电视剧中的兴盛。
在精神生活层面，平民阶层确实不再一味地崇尚精神启蒙、追逐彼岸理想，传统的价值观念在今天已
逐渐失去其影响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平民阶层的精神生活就是一片空虚和空白。
在绝大部分意义上，平民阶层追求的是现实的、当下的世俗生活，他们要在忙碌中维持一个幸福的家
庭、一份安稳的工作和一种体面的物质生活，所以，他们必须考虑许多实际的生计问题而无暇顾及更
高的精神追求，可是，也正为了“把日子过好”，他们的精神生活又必须是充实的、健康的和乐观向
上的。
当代电视剧对“胡同”、“弄堂”、“小巷”等意象群的塑造正体现着都市民间精神的温情表达。
同时，编剧、导演们毫不掩饰其对现代都市消费意象群的种种关注，“酒吧”、“咖啡馆”、“歌舞
厅”等频频出现在荧屏上。
他们通过酒吧这一心灵栖息之地，编织出当代小资们充满情调的精致生活以及年青一代的迷茫与追寻
。
消费文化的崛起构成了都市人全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选择，越来越多的夜总会、歌舞厅、迪厅、桑拿
按摩中心、大型购物中心、豪华宾馆不仅为高消费人群提供了满意、舒适的消费环境，而且成为人们
渴望的一种高级享受。
消费时代的来临使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的人们的人格又经受了一次被重塑的洗礼，他们在获得良好的
物质营养和优越的文化教育的同时，崇尚金钱、重视个人价值、追求时尚、摆脱性压抑等观念一齐向
他们奔突而来，使他们目不暇接。
在电视剧《来来往往》、《口红》、《超越情感》、《好想好想谈恋爱》、《男才女貌》、《成都，
今夜请将我遗忘》、《我在天堂等你》中，都市符号的意象化在荧屏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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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人的一生真是充满着很多偶然。
2002年，当我从南开大学文学院硕士毕业选择做一名报社记者时，刘向凯总监竟然邀请我这位“杂牌
军”加盟到天津电视台。
带着童年的梦想、怀着更多的憧憬，当年的7月我正式走进了距南开大学东门只有一步之遥的天津广
播电影电视集团大院里。
转入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则又是一个偶然。
两年多的记者、编导经历让我的电视节目制作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其中多部作品获得国家以及省级
奖励。
然而我在电视理论学习上显得步履维艰，于是决定报考有着电视传媒“黄埔军校”之称的中国传媒大
学。
犹豫再三，提笔给时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总编辑仲呈祥先生写
信，并说明了报考电视艺术学博士的愿望。
其实，当时的心态很平和，觉得做仲先生的博士生比较遥远，因为仲先生既是一位身处高位的文化官
员，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哪会轻易理会我的一封信件呢？
然而四天后，仲先生从北京打来电话，表示愿意接纳我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
感谢我所尊敬的博士生导师仲呈祥先生，让我有机会在他的门下聆听教诲。
能求学于仲呈祥教授门下，是我今生最大的幸事。
仲先生坦荡的胸怀、渊博的学识、崇高的人格，都是我最好的模范，也是我永远的追求。
感谢中国传媒大学我所尊敬的各位先生，感谢胡智锋、高鑫、曾庆瑞、周月亮、张晶、张风铸、蒲震
元、王伟国、张一玮、张国涛等先生给我的专业指导。
感谢南开大学学习期间我的硕士指导老师乔以钢先生。
感谢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北京大学的彭吉祥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丁亚平先生，电视艺术家协
会理论研究部主任、《当代电视》主编张德祥先生以及中国传媒大学的张育华先生、李兴国先生和关
玲先生。
在天津电视台工作的三年是我最幸运的一次人生阅历。
感谢天津电视台刘向凯总监把我引向电视这一行业，感谢我的好领导、好同事刘春光、赵龙江、赵杉
、李胜利、赵南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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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城市意象研究》：暨南新闻传播学术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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