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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世纪中国电视剧导演创作研究》包括了导演创作对国外类型化影像叙事的借鉴；新世纪电视
剧导演主要创作成就；导演创作对现实主义美学传统的坚持和发扬；新世纪导演创作对电视剧作品文
化品格的提升等内容。
《新世纪中国电视剧导演创作研究》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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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誉，北京电影学院管理系教师，1997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管理系，2004年获得北京电影学院导演
系故事片导演专业硕士学位，2011年获得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电视剧历史与理论博士学位。
学术论文及专著：2004年于《电影艺术》发表论文《杜琪峰电影研究》，2008年参与编写《中国电影
市场产业年报》，2010年出版《影视制作基础概论》，2012年于《现代传媒》发表论文《新世纪以来
中国电视剧类型化创作及演变》。
影视剧作品：电影《影子富豪》、《爱情搭错车》、电视剧《游戏之王》、《老牛家的战争》、《老
爸的心愿》、《我的经济适用男》编剧。
 肖峣，2012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研究所，现供职于北京小马奔腾集团。
曾参与多项校内外电影学研究项目，并于2011及2012年度参与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
的调研、写作工作。
 张晗，200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2012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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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中国怀旧电视剧风潮的出现与问题的提出 第一节研究背景、研究方法与内容 第二节文献综述 专
著 论文 新闻和网页 第一章新世纪电视剧创作环境与导演创作特色 第一节新世纪电视剧创作文化环境
分析 一、新世纪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 二、新世纪社会审美趋势的变化 第二节新世纪中国电视剧商业
制作环境的变化 一、新世纪电视剧商业化不断加深 二、新世纪国内电视剧受网络视频及境外电视剧
的冲击 第三节新世纪电视剧导演创作特色 一、既坚持艺术操守又注重作品的娱乐性 （一）新世纪导
演创作力求电视剧形态的大众化和娱乐化 （二）新世纪导演力求电视剧内容的大众化和娱乐化 二、
导演创作在电视剧作品内容展现方面的多样化与现实主义创作的恪守 三、新世纪电视剧导演创作呈现
多元化发展格局 （一）中国电视剧美学的多元历程 （二）新世纪电视剧导演创作的多元美学 四、导
演创作主体意识的强化和创新 （一）新世纪电视剧导演创作在影像叙事方面的创新 （二）导演创作
在时空架构方面的创新 （三）导演创作个人风格的追求 五、对国外电视剧创作理念的吸收又保持自
身的创作特点 （一）新世纪导演借鉴与吸收国外电视剧创作经验 （二）新世纪导演对本土风格的坚
持 （三）新世纪电视剧导演恪守了本土文化追求 第二章新世纪电视剧导演创作的美学理念 第一节电
视剧本体理论的完善对电视剧导演创作艺术性的提升 一、早期电视剧观念的觉醒到1980年代的本体理
论探讨 二、1980年代—90年代借鉴电影本体理论研究阶段 三、1990年代一新世纪文本研究阶段 四、近
年电视剧理论的反思和重建 第二节新世纪电视剧理论的全新发展对电视剧导演创作的指导 第三节电
视剧理论、观念成熟引导新世纪导演创作现代化 一、导演创作观念的多元化 （一）导演创作对当下
社会时代特征的准确把握 （二）导演创作意识的大众化 （三）导演技巧及作品对娱乐化的突出 （四
）导演创作对社会审美趋势的关照 二、导演创作强化了电视剧作品艺术性 （一）文学性 （二）戏剧
性 （三）史诗性 （四）日常生活审美 （五）视听语言的纪实性 三、导演创作对国外类型化影像叙事
的借鉴 四、导演创作使新世纪电视剧作品中的荧屏形象、人物塑造更具现代气息 （一）领袖人物走
下神坛与英雄人物平民化 （二）追求人物性格“陌生化” （三）塑造人物符合新时代审美，反常规 
第三章新世纪电视剧导演主要创作成就 第一节导演创作对现实主义美学传统的坚持和发扬 一、关注
时代 二、关注民生 三、坚持现实主义美学理论 四、坚持现实主义文化精神 第二节导演创作对电视剧
作品艺术品质的提升 一、新世纪以来电视剧导演对电视剧艺术论的追寻 二、新世纪导演创作对电视
剧作品文化品格的提升 （一）电视剧作品文学性的提升 （二）电视剧作品文化展现的提升 （三
）2000年后的电视剧作品在主题选择上具有了一个明显的文化品格的提升 第三节新世纪电视剧导演创
作对于电视剧作品本体论的深化 一、电视剧影像时空展现的深化 （一）与电影的不同 （二）新世纪
以来中国电视剧独特的时空展现 二、影像意识流在电视剧创作中的运用 （一）写意化造型 （二）视
听语言的意识流表现 （三）对于轴线的选择 三、造型美学的强化 （一）风格化美学创作 （二）精致
化美学追求 四、风格化镜头语言的深度创作 小结 第四节新世纪以来中国电视剧类型化叙事以及类型
化创作成为主流 一、新世纪以来中国电视剧类型化创作的环境分析 （一）政府主导和市场调节 （二
）制作、传播、审美三者的融合 二、新世纪电视剧的类型化创作脉络及类型化叙事的特点 （一）新
世纪电视剧的类型化创作脉络 （二）新世纪以来中国电视剧类型化叙事的特点 （三）新世纪以来电
视剧类型化创作的几点思者 第五节新世纪以来电视剧导演创作的突出成就介绍 一、新世纪的学院派
——代表人物姜伟作品分析 （一）概述 （二）“学院派”的姜伟 （三）姜伟电视剧创作中的理论意
识——以《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沉默的证人》为例 （四）《潜伏》——思想性与大众性的良好融
合 小结 二、时尚偶像剧的创作——代表人物赵宝刚导演创作分析 （一）概述 （二）赵宝刚作品创作
模式分析 （三）《奋斗》——赵宝刚模式的成熟之作 小结 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的与时俱进——
代表人物金韬导演创作分析 （一）概述 （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突破，中国主旋律电视剧的最强
音——金韬 （三）现实主义创作意识和史诗性风格 小结 四、历史剧对于民族主旋律的挖掘——代表
人物胡玫导演创作分析 （一）概述 （二）《汉武大帝》历史电视剧“新古典主义”的艺术宣言 （三
）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的艺术特色 小结 五、家庭伦理题材电视剧作品的类型创作——代表人物 
杨亚洲导演创作分析 （一）概述 （二）《空镜子》分析 （三）《八兄弟》分析 小结 六、非现实主义
电视剧创作形态多样化——“穿越剧”热潮及相关作品分析 （一）概述 （二）穿越剧溯源与形式分
类 （三）穿越剧创作风格分析——以《宫锁心玉》为例 （四）穿越剧热播原因探究 （五）穿越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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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与发展局限 小结 本章结语 第四章新世纪电视剧市场化对电视剧导演创作的新挑战 第一节新世纪
电视剧创作的社会意义与要求 一、电视剧导演要对大众的认知和需求负责 二、电视剧导演要对提高
大众的审美水平负责 三、电视剧导演的创作要正确处理娱乐与审美的关系 四、电视剧导演在创作中
，要坚持文化批判的立场 第二节市场化商业化对新世纪电视剧创作的影响分析 一、市场化商业化对
新世纪电视剧导演创作的机遇 （一）市场化商业化为电视剧导演创作提供了良好的融资平台 （二）
市场化商业化为电视剧导演提供了规范化的创作环境 二、市场化商业化对新世纪电视剧导演创作的挑
战 （一）片面追求商业利益导致某些电视剧导演创作的品质降低 （二）不完全市场化导致电视剧导
演的不规范创作 第三节市场商业化对导演创作挑战的解决对策 一、加强导演自身的素质建设 （一）
不断加强导演的艺术修养 （二）不断加强导演的道德修养 二、加强电视剧导演的行业建设 总结 结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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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新世纪电视剧导演创作观念多元化，首先是导演等主创群体的创作理念电视剧化，对电视
剧这项视听艺术的本质把握加深，认识到电视剧本质上同其他视听艺术的不同，在思维、观念上正确
将电视剧认知为独立而自富特点的专门艺术，而非简单套用其他艺术形式的逻辑，继而在电视剧的构
思、创作、拍摄之中，自觉地从时代性、当下性、大众性、娱乐性、家庭性、教育性等角度进行多维
思考，建立多元的创作结构，充分体现出真正电视剧化的独特观念。
这种多元化观念具体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导演创作对当下社会时代特征的准确把握 一切艺术作品都是基于对某个时代的认识和情感而
被创作出来的，准确把握当下社会的时代特征是完成导演创作的前提，也是开启导演创作多元视角的
起点。
新世纪电视剧导演注重作品的价值建构，强调其现实意义和社会指导意义，充分体现其创作观念在大
众消费时代的文化导向使命。
 1.锁定时代特征的“当下性”敏感度 电视剧的“当下性”就是指当代性关怀，同“时代性”一同要求
电视剧导演创作电视剧要注重当下题材、表达当代关怀、符合现代审美、探讨当代问题，只有能够把
握时代脉搏、符合当代观众审美期待、贴近现实的作品才能够受到观众的欢迎。
早在新世纪伊始，中山大学中文系已故知名教授程文超博士提出，电视剧应当“从终极关怀走向当下
关怀①”。
程文超博士总结广东电视剧在当下关怀方面的四个基本特色：关怀当下人生——艺术家应当把眼光盯
住此时此地的人生进程；提出当下问题——艺术家始终注意当下的人生问题，而不是某种纯思辨难题
；呼唤当下需要——艺术家要以耳朵和心灵去紧贴地面以聆听大地的呼吸，实实在在地捕捉当下的人
生需要；注重当下趣味——不追求超验效果，不讲究哲理深度，注重大众当下审美趣味。
这样的呼吁在今天看来仍然是符合时代要求的。
电视剧，作为影视艺术中和社会现实、文化最为紧密相关的大众文化之一，时代性和当下性是其非常
鲜明的特殊本质。
一部电视剧作品需要让当代观众理解，它的创作思想、文化意识就必须是具有当代性的。
因此，时代性与当下性，是导演创作电视剧化的重要标准之一，因为这是电视剧艺术本体的要求。
 具备了“当下性”的敏感度，才能牢牢锁定时代特征，使作品具有时代性。
时代性在新世纪导演作品中不仅仅体现为当代题材的充分把握，比如对现代都市题材的把握（《奋斗
》、《我的青春我做主》）对现代军事建设题材的把握（《士兵突击》、《DA师》），对当代社会
犯罪题材的把握（《沉默的证人》、《重案六组》）等，更重要的是导演对时代性的把握体现在电视
剧文本的深层层面上。
比如《士兵突击》的巨大成功，不禁让我们思考，一部看来朴实无华的主旋律电视剧何以竟有着让普
通观众牵肠挂肚、朝思暮想、街谈巷议乃至网络夜话的神奇本领？
这足以让人反思什么才是观众真正的娱乐需要和精神诉求。
在当代全球化世界图景之中拜金主义、暴力、性解放、个人主义等低级亚文化极端膨胀的时代，许三
多坚持了对一个国家社会主流文化的绝对忠诚，可能是能够解释这个“傻子”如何取得大众观众的心
理认同的合理原因。
他诚实，对朋友忠诚，对周围所有人平等而无私的爱，冥顽不化，对决定的事情坚持不懈。
他站岗的姿势成了艺术作品。
傻与不傻都已经不再重要。
他对信念的坚持影响了他周围几乎每一个人。
从招兵的感动效应开始，许三多时时刻刻从不同的角度影响他周围人群的人生观、价值观。
许三多强烈的自我意识由于“傻”的原因得到了圆满的贯彻，成为了这一时代已经模糊不清的道德准
则的维护者。
正常人看不起的人做到了正常人做不到的应该做的正常的事。
因此，导演康洪雷事实上是在创造一个当代神话，在一个纷繁杂乱的时代之中构建起现代人所难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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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良久或缺的精神家园。
这种创作意识，无疑是贴近当下、关注时代的，正是成功地剖析了社会文化，将当世关怀作为《士兵
突击》的建构核心线索，借以发展出人物、事件、剧情，方打动了千千万万在传统真、善、美观念稀
缺时代之中苦苦探求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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