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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1999年秋天起，我所任教的原北京广播学院，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开始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
生。
当时，在文学门类的艺术学一级学科里，我所在的一个二级学科——广播电视艺术学专业，设有四个
研究方向，其中，我和在学校兼职担任博士生指导教师的王伟国教授，招收了国内也是世界上第一批
的“电视剧历史与理论”研究方向的两位博士研究生，各指导一名。
伟国教授指导吴三军，我指导李胜利。
2005年，同样在我校兼职担任博士生指导教师的杨伟光教授，也开始在这个方向招收博士生。
十年下来，我名下，共有23位博士生在这个研究方向里攻读博士学位。
六年前，我就开始在学校的各种相关会议上提出了出版博士学位论文的问题。
从那以后，凡有机会，我都要大声疾呼，迫切要求重视并且花力气解决这个问题。
我一再提请有关领导注意的是：不仅全国博士学位论文“百优”的是否参与评选和是否榜上有名，是
学校博士生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博士学位论文的出版同样也是学校博士生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
标志；而且，大面积的成规模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出版，还意味着我们在一系列的前沿学术课题上在努
力传承并且发扬光大知识，乃至创造知识，其中，完全有可能造成某种知识的突破性的创新与发展。
就此而言，编纂和出版我校的“博士学位论文文库”，更有学术积累的重要意义。
自然，博士论文的出版，还意味着我们用传承中发扬光大了的知识，以至于新创造的知识，为社会服
务了。
国内一些一流的大学已经在这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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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陕派电视剧地域文化论》主要在探讨陕派电视剧的地域文化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起因与形成是
与中国电视剧地域文化问题密切相关的，是中国电视剧地域文化问题中局部与全部、个性与共性、微
观与宏观、个体与整体等等逻辑关系和分析角度的具体呈现。
因此，《陕派电视剧地域文化论》自始至终都离不开对于中国文化、中国地域文化、中国电视剧、中
国地域文化电视剧等等不同层面宏观问题的背景性关注和把握，只有建立于这样的学术参照视野之上
，笔者对于陕派电视剧地域文化问题的探讨才会变得更有价值和意义，才会促使笔者将陕派电视剧的
诸多地域文化问题放置在更为广阔的参照领域和学术视野之内加以较为客观、真实的考量和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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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阿利，男，陕西省西安市人。
西北大学广播电影电视系主任、教授，由电影学研究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博士。
陕西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全国高校影视学会理事，中国视协高校艺委会常务理事，中国电影家协会
理论工作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广电学会特邀理事等。
主要从事广播电影电视学、新闻与传播学、文化产业研究及教学工作，致力于中国西部影视文化与产
业化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两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一项，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两项，
陕西省教育厅社科项目两项，西安市科技项目一项等。
出版专著《电影读解与评论》、《大话西部电影》等，参与主编《电视产业经营学》、《电视剧策划
艺术论》、《纪录片解析》等，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中国电
视》、《当代电视》、《电影艺术》、《当代电影》、《文艺报》、《中国电影报》、《南方周末》
、《人文杂志》、《新闻知识》等报刊发表多篇论文和文章，获多项科研奖励。
荣获陕西省十佳电视艺术工作者称号。
兼任陕西省“五个一工程”奖广播影视组评委，陕西省文艺大奖评委，陕西省广播电视奖评委，陕西
省电视剧、电影(含剧本)审查组专家。
陕西省委宣传部文艺阅评组专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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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 陕派电视剧与陕西艺术一、陕派电视剧与秦腔艺术二、陕派电视剧与陕北民歌三、陕派电视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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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二、陕西电视剧历年产量情况三、陕西电视剧与中国电视剧第二节 陕派电视剧形成与发展历史一
、陕派电视剧的探索期(1980年至1988年)二、陕派电视剧的成熟期(1989年至1999年)三、陕派电视剧的
转型期(2000年至2007年)第三章 陕派电视剧的文化类型第一节 关中风情与农村视野一、农耕文化背景
与陕派电视剧二、关中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形成三、关中农村题材电视剧的特征第二节 西京风味与城市
意象一、对古城西安的两种不同表述二、西京风味电视剧的形成因素三、西京风味电视剧的基本特征
第三节 历史演义与宏大叙事一、历史题材电视剧中的秦人作为二、历史题材电视剧中的秦人个性三、
历史题材电视剧中的秦风民俗第四节 侠士义匪与民间传奇一、侠士义匪文化与历史渊源二、人物性格
塑造与故事建构三、地域特征展示与影像奇观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陕派电视剧地域文化论>>

章节摘录

中国电视剧多年以来探索和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浓郁、强烈、突出的地域文化特征已经汇聚
而成为我们民族的电视文化表征，从而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电视的整体文化诉求与文化表达。
那些多数在观众中反响强烈的电视剧，大多都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
作为民族电视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些富集地域文化特征的中国电视剧正越来越引起业界与学界的
高度关注，也成为当代电视受众接受和欣赏国产电视剧艺术最为重要的文化心理基础。
因此，如果要探讨中国电视剧的地域文化问题，首先必须明确认知中国文化多样性的历史与现实，因
为中国文化多元性的客观生存态势，是中国电视剧地域文化赖以生存的根系因子，也是中国电视剧地
域文化发展的母系渊源。
本文旨在探讨陕派电视剧的地域文化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起因与形成是与中国电视剧地域文化问题密
切相关的，是中国电视剧地域文化问题中局部与全部、个性与共性、微观与宏观、个体与整体等逻辑
关系和分析角度的现实呈现。
因此，本文自始至终都离不开对于中国文化、中国地域文化、中国电视剧、中国地域文化电视剧等等
不同层面宏观问题的背景性关注和把握，只有建立于这样的学术参照视野之上，笔者对于陕派电视剧
地域文化问题的探讨才会变得更有价值和意义，才会促使笔者将陕派电视剧的诸多地域文化问题放置
在更为广阔的参照领域和学术视野之内加以较为客观、真实的考量和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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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部书稿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当全部书稿接近完成的时候，一种油然而生的感
恩之情始终在我的心底跃动。
2005年9月，我从古城西安来到北京求学，开始了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段光阴。
在此，我要首先感谢恩师曾庆瑞教授。
我认识曾庆瑞教授是在2002年的8月31日，是在北京的鲁迅文学院参加“海峡两岸历史文学学术研讨会
”的时候。
那次会议是由中国作家协会、台湾历史文学学会、长江文艺出版社、华艺出版社等单位联合主办的，
虽然会议的规模不算浩大，但是会上却是高朋满座、嘉宾如云：来自台湾方面的贵宾有台湾历史文学
学会理事长、时任台湾佛光大学校长的著名学者龚鹏程教授，台湾历史小说作家、台湾历史文学学会
副理事长林佩芬女士等一行六人；大陆方面有著名作家王蒙、唐浩明、熊召政、赵玫、凌力、叶广芩
，剧作家延艺云，著名学者陈辽、赵退秋、曾庆瑞、王先霈、古继堂、骆玉明、俞汝捷、於可训、吴
秀明等。
作为来自古城西安的一位高校学者，我能在这样的会议上结识众多创作界、学术界的名家，和他们切
磋学术，相互交流，本身就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然而对于我来说，这次会议上一个更大的收获就
是结识了久已闻名和仰慕的曾庆瑞教授，他也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位北京广播学院的教授，正是通过先
生这扇“窗户”，一个全新的北京广播学院和后来的中国传媒大学的精彩世界不断涌向我的眼前，并
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最美好的一段历程。
在中国传媒大学求学的这三年中，无论是从学识方面还是从人生方面，都使我感受到了全新的收获。
因此，我要感谢这所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高等学府的一切，感谢这所学校为我创造的一切机会和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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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陕派电视剧地域文化论》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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