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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电视批评史》是国内第一本系统梳理中国电视批评史的书籍，具有一定的补缺意义。
全书对中国电视自诞生以来的批评进行了全面概览，分为萌芽初创时期（1958－1978）、起步发展时
期（1979-1985）、拓展建构时期（1986-1992）、理论自觉时期（1993-1999）、多元化发展时期（2000
年至今）、港台电视批评等六个部分，对各个时期的批评形态、特征、文本、代表人物进行了深入分
析，脉络清晰，资料翔实，论证有力，从中既可以获知半个世纪以来电视学术水平和技术的发展，也
可以探知社会和时代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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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欧阳宏生，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全国首届“十佳”广播电视理论工作
者。
兼任国家广电总局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学术委员，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长，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
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
主要从事广播电视传播、文艺与传媒的研究与教学，著述200多万字。
多年来担任中国广播影视大奖评委及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奖评委。
先后在地方和中央媒体工作，2001年引进入四川大学，次年开始指导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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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编 萌芽初创时期(1958-1978)第一章 中国电视批评诞生的历史背景第一节 特定历史条件下的
电视机构建设第二节 缺乏电视传播特性的节目形态第二章 萌芽初创时期的电视批评第一节 政治意识
形态化的批评理念第二节 萌芽时期的电视批评实践第三节 早期电视批评的主体构成与表现形态第四
节 萌芽初创时期电视批评的特征及代表人物第二编 起步发展时期(1979-1985)第三章 历史审美批评理
念的确立第一节 历史转折时期电视批评的发展背景第二节 社会历史批评与艺术审美批评的结合第四
章 起步发展时期的电视批评实践第一节 电视批评主体的专业化与多样化第二节 电视文艺批评的复兴
与发展第三节 电视新闻形态的演变与批评理论的发展第四节 电视专题类节日批评的展开第五节 电视
广告的出现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第六节 起步发展时期电视批评的特征及代表人物第三编 拓展建构时
期(1986-1992)第五章 美学本体批评理念的继续发展第一节 电视批评理沦视野拓展的时代背景第二节 
电视美学本体批评理念的反思与深化第三节 电视美学本体批评的视域拓展第六章 拓展建构时期的电
视批评实践第一节 批评氛围的建构与批评话语的实践第二节 电视剧批评的体系化发展第三节 电视新
闻批评的深化第四节 电视专题类节目批评的活跃第五节 其他电视批评活动的展开第六节 拓展建构时
期电视批评的特征及代表人物第四编 理论自觉时期(1993-1999)第七章 文化批评与市场理念的兴起第一
节 社会语境的变迁与管理体制的变革第二节 批评话语的演变第三节 批评理论体系的日趋完善第四节 
批评理论的新发展第八章 理论自觉时期的电视批评实践第一节 批评主体与批评对象的扩展第二节 电
视剧批评市场化和艺术化的双重导向第三节 电视文艺其他节月形态批评理论的发展第四节 电视新闻
批评的发展第五节 电视专题类节目批评的发展第六节 电视广告批评的多向度发展第七节 理论自觉时
期电视批评的特征及代表人物第五编 多元化发展时期(2000-)第九章 产业变革与批评的多元发展第一节
广电管理体制的产业化变革第二节 电视批评的路径分化与多元发展第三节 21世纪电视批评面临的问题
与挑战第十章 21世纪以来电视批评实践的发展第一节 批评主体与批评形式的多样化第二节 电视剧批
评的发展及其文化产业意识的加强第三节 电视综艺类节目批评的视域拓展第四节 电视新闻批评的时
代变革第五节 电视专题类节目批评的深化第六节 电视广告与新媒体批评的发展第七节 多元化发展时
期电视批评的特征及代表人物第六编 港澳台电视批评第十一章 港澳台电视批评发展背景第一节 港澳
台电视批评的文化语境第二节 港澳台电视发展概况第三节 港澳台电视文化特色第十二章 港澳台电视
批评概述第一节 主体意识逐步自觉的香港电视批评第二节 与社会民主运动相呼应的台湾电视批评第
三节 有待发展的澳门电视批评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电视批评史>>

章节摘录

插图：而所谓的‘不满足’，则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其一，电视人当中的策划与编导者的‘不满
足’，他们不满足于只做‘历史的书记员’，社会意识的觉醒已使他们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使命。
其二，是电视人当中的节目主持人的‘不满足’。
他们不满足于只做媒介的‘传声筒’，只做节目的‘念稿人’和‘背稿人’，而是渴望在节目中，在
与采访对象、交流对象和传播对象的平等交流中，也留下自己的思考和自己的声音。
其三，是节目传播对象的‘不满足’。
观众不再满足于做传播流程中的‘受众’的角色，也希望在节目中找到一个能参与其中并能表达自我
的位置。
《实话实说》正是这三种‘不满足’，其实也是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作者的总结是全面而深刻的，他从《实话实说》看到了谈话类节目产生的深层社会原因，对我们更
好地认识和研究谈话类节目具有启发作用。
另外，由于我国的电视谈话节目是从西方引进，因此有一些批评者从多方面关注了海外的电视谈话节
目，如苗棣的《话语的力量——美国的夜间谈话和日间谈话节目》（《现代传播》1998年第4、5期）
、上官子木的《中美电视谈话节目的社会文化功能及其比较》（《电视研究》1998年第1l期）、周振
华的《从（实话实说）看电视谈话节目的中美差异》（《新闻知识》1999年第3期）、李岚的《中西电
视谈话节目风格之比较》（《电视研究》1999年第3期），都试图通过与海外的同类节目进行比较，来
促进我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
在谈话类节目方兴未艾之时，作为电视娱乐节目分支的游戏竞猜类节目开始异军突起，吸引观众的眼
球。
到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增长以及电视媒体市场化和产业
化的加速，游戏竞猜类节目的产生和繁荣成了历史的必然。
1997年，湖南电视台开办的《快乐大本营》栏目，把“综艺”与“游戏”直截了当地联系起来，突出
了受众的参与性，强化了传者和受者的互动意识，开辟了中国内地电视娱乐节目的一个新阶段。
此后不久，诸如《欢乐总动员》、《假日总动员》、《开心100》等同类节目也迅速走红，蜚声全国。
与游戏类娱乐节目几乎同时繁荣起来的是益智竞猜类节目，此类节目最早的代表是中央电视台创办的
《正大综艺》，其后各地纷纷推出各种各样的电视知识竞猜节目，其主旨是通过开展这种益智活动，
达到提高受众参与意识、普及知识、提高收视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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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部书稿草就之时，正是农历戊子年的年末岁尾。
迎着窗外逼人的寒意和耳边不时传来的鞭炮声，蓦然发觉，时光荏苒，近两年的时间已在我们的忙碌
中悄然闪逝。
从拟定书稿选题到写作任务基本完成，编写组辗转于京沪两地和各影视研究机构之间。
无论是在资料的搜集，还是在体系的研磨上，我们都得到了很多同行的启发和帮助。
回首这段共同走过的日子，在己丑年迎春钟声敲响的时刻，我们所有的感慨，都化为对又一年新春的
祝福和对电视理论研究未来愿景的美好祈盼。
写作《中国电视批评史》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没有现成的体例可循，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用，一切
都只能依靠我们自己的积累和体会，慢慢体悟、仔细斟酌。
德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曾感慨地说，人类生活具有一种时间的结构，而所谓的时
间，并非钟表所标志的时问，而是指人类生活的每一刻都承负着对于过去的觉醒和对于未来的参与。
从这个意义上说，存在于时间向度上的任何理论建构和实践活动都具有连通过去与瞻望未来的功能。
对于一个学科或一种实践过程而言，成熟和完善是我们砥砺以求的图景，但这既需要有理论体系的建
立和方法论的确定，也需要有对本学科历史的深入了解与对实践活动的系统归纳。
没有这个研磨的过程，我们便无法在历史的语境中去还原和把握研究对象，也就无法进一步推动这个
学科的发展和这种实践活动的提高与完善。
正是基于此，我们在进行课题研究和书稿写作的过程中，第一次将中国电视批评的发展置于“现象一
系统一模式一概念”的观照范式之下，在批评标准、批评目的、批评范式、批评机制和批评理论的整
体框架下，对中国电视批评50年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大胆梳理和归纳。
在产业批评、文化批评和艺术批评的基本向度上，我们将中国电视批评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划分
为1978年以前的萌芽初创时期、1979年至1985年的起步发展时期、1986年至1992年的拓展建构时期
、1993年至1999年的理论自觉时期和21世纪以来的多元化建构时期等五个阶段，并对其进行了分期阐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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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电视批评史》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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