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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视艺术学》试图运用各种理论视角对电视艺术的内部与外部做一次全面而深入的打量和审视
，力求对电视艺术这一基础学科进行一次全方位、多角度的完善与重构。
建构我国的电视艺术基础理论，是一项艰苦而繁重的任务，需要胆大心细创新的理论勇气与严谨的治
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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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欧阳宏生，高级记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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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后在地方、中央电视媒体从事采编、管理和研究。
2001年引进调入四川大学，次年开始指导博士生，主要从事广播电视。
传播理论的研究与教学。
迄今为止，主持13项国家重点、一般或省部级课题。
发表论文200多篇，出版12部著作，主编2部国家重点教材，有4项成果获国家级奖励、6项成果获省人
民政府奖励。
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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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节目研发委员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
多年来被聘请为国家政府奖——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中国广播影视大奖评委及召集人，中国电视艺
术金鹰奖、国际组录片金熊猫奖、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奖等评委。
还担任多所重点大学兼职教授，西南政法大学特聘教授，多家卫视台顾问，《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新闻与传播》(人大复印资料)等多家学术期刊编委。

　　欧阳宏生教授是著名广播电视学者，80年代开始从事广播电视研究，在我国较早地将心理学、社
会学等人文学科成果用于新闻传播研究，拓宽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路子；90.年代中后期具体主持国家“
九五”重点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理论”，他担任总撰稿的《中国电视论纲》建立了一套具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电视理论，对以后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起到重要指导作用；21世纪以来，他出版
的关于电视批评的系列著作，开拓了一门新的学科——电视批评学。
10多年来，欧阳教授的学术影响力跨越业界和学界。
他关于电视批评、纪录片、电视文化、电视艺术的研究，富有应用性、创新性和前沿性，对指导我国
广播电视实践有着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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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 中国电视艺术的发展阶段
第一节 初创阶段（1958-1966年）
第二节 停滞阶段（1966-1977年）
第三节 起步阶段（1978-1991年）
第四节 发展阶段（1992-1999年）
第五节 繁荣阶段（2000年至今）
第二章 电视艺术的社会功能
第一节 导向功能
第二节 认识功能
第三节 教育功能
第四节 审美功能
第五节 娱乐功能
第三章 电视艺术的外部关系
第一节 电视艺术与政治
第二节 电视艺术与经济
第三节 电视艺术与文化
第四节 电视艺术与技术
第四章 电视艺术与其他艺术的关系
第一节 电视艺术与文学
第二节 电视艺术与音乐
第三节 电视艺术与绘画
第四节 电视艺术与电影
第五章 电视艺术的表现形态
第一节 电视剧
第二节 纪实类节目
第三节 文艺类节目
第四节 电视广告
第五节 电视动漫
第六章 电视艺术的语言系统
第一节 声音语言
第二节 画面语言
第三节 造型语言
第四节 镜头语言
第五节 文字语言
第七章 电视艺术的文学特性
第一节 电视艺术的文学手法
第二节 电视艺术的文学文本
第三节 电视艺术的文学改编
第八章 电视艺术的审美阐释
第一节 电视艺术对中外传统美学的传承
第二节 电视艺术的审美特征
第三节 电视艺术的美学品格
第九章 电视艺术的多元风格
第一节 电视艺术风格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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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电视艺术风格的形成因素
第三节 电视艺术风格的表现形式
⋯⋯
第十章 电视艺术创作的主体意识
第十一章 电视艺术的双重品格
第十二章 电视艺术的文化立场
第十三章 电视艺术的符号学审视
第十四章 电视艺术批评
第十五章 电视艺术的接受美学
第十六章 中国电视艺术的民族化道路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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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三）电视艺术思维的视听一体性一直以来人们对电视艺术视听孰为主次的问题争论不休，
画面与声音的主次观念贯穿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电视的发展并直接影响到90年代的电视创作。
但电视学术界提出的“电视声画结合说”、“电视语言符号双主体构成”的观点也逐渐成为主流话语
。
在艺术思维层面，作为一种视听综合的艺术，电视艺术作品在创作与接受过程中，视觉思维与听觉思
维是结合在一起、同时呈现的，有声无画或者有画无声的情况极少出现，原因在于：首先，声画一体
符合人类在认知世界过程中视听思维组合并进的基本规律；其次，它是电视艺术具有巨大表现力的重
要原因；再次，视觉画面本身的形象性、多义性以及不确定性也要求视听思维的一体性。
参照电影理论中的声画组合理论，电视艺术的视听一体有声画平行和声画对位两种组合方式。
作为电视艺术视听最普遍的结合方式，声画平行指的是声音与画面通过互相补充、互相解释的方式共
同表现同一内容。
比如，电视纪录片的画面往往会为观众提供直接、具体、感性的形象，而解说词则对这种形象加以解
释和分析。
声画对位通常表现为画面与声音分别表现不同的内容。
大型电视艺术片《话说运河》的开端画面是航拍的长城和运河，与之对应的解说词是：在中国的版图
上，长城像是阳刚的一撇，运河恰恰似阴柔的一捺，这一撇一捺构成了汉字中的“人”字，中国人的
“人”字⋯⋯这组水乳交融的视听语言简洁而形象地体现了创作者的构思，以山河概貌拟喻中华文化
的深邃精神，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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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视艺术学》是博雅大学堂·艺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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