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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正所谓“光阴似箭”、“岁月如歌”。
20年前，征予（我平时多称他为“老郑”，因为他的年龄略大于同班平均，更因为他的睿智和沉稳）
作为复旦大学新闻系78级的一员，与他的59位同窗一道顺利毕业，意气风发地跨出了校门--那历史性
的一幕，至今历历在目。
20年后，手捧征予赠阅的这部书稿，我感慨良多。
它见证了一个风云际会的伟大时代，折射了一个绚丽多彩的前沿领域，展现了一个“好学力行”（陈
望道语）的人生范例。
征予的经历颇为曲折。
从乡村到都市，从江南到塞北，从地方到军营，他做过农民、中学教师、野战部队军官、记者、编辑
等，最终成为电视业管理者。
他博学多才，不仅擅长诗歌、散文等文艺创作，而且爱好各门人文社会学科，善于哲理思辨，富有人
文情怀。
这一切，造就了他的坚毅性格、忧患精神以及实践和理论紧密结合的成功道路。
众所周知，电视媒介在中国的崛起和繁荣，与改革开放同步，始于1980年代初。
因此，征予大学毕业之际，其实并没有获得关于电视工作的充分的知识储备和技能训练。
尽管如此，在上述各种内外因素的作用下，不长时间里，征予就完成了从一个文字记者、文职军人向
一个出色的电视人的“转型”。
他主持管理的电视台，由于节目贴近生活、贴近时代、勇于革新、雅俗共赏，广受其地区大众的欢迎
和喜爱。
更值得称道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征予始终没有忽略（毋宁说是加强了）理论学习和建树。
他每年至少发表一篇质量上乘的学术论文（这即使对专业研究者也属不易，更不用说实际工作者了！
），以求将自己在革新尝试中对电视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深入、独到思考，公诸于世。
这些论文，大多被专业核心期刊登载，产生广泛影响，获得各种奖项。
为此，政府授予他“中青年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的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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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1世纪广播电视业务前瞻丛书》，新近推出了我省作者、金华电视台高级编
辑郑征予撰写的专著《电视文化传播导论》。
作者站在当代电视文化传播与人类整体文明进步这两者互动互进、相辅相成的关系角度，面对当今世
界丰富多彩、快速变幻的电视传播现象，力图作出理论上的分析和归纳，并试图从中获得一些新发现
，因而具有一定的阅读价值。
    《电视文化传播导论》一书在内容上涉及面颇广，其中既有对电视文化传播的宏观观察，例如对电
视文化的本质、电视文化的基本特征、电视文化场、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理解的电视文化等的考察，也
有对电视新闻、电视解说语言、电视谈话节目、电视节目主持人以及电视剧、电视纪录片等各种形态
电视节目的中观、微观分析。
这些分析视角独特、别具一格。
另外，此书的可读性较强，它是一部学术专著，但行文流畅，文字洗练、生动。
这一特点大概也跟作者长期从事电视工作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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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上编　第一章 电视文化的本质特征　　一、电视文化：一种像现文化　　二、电视思维：一种像
现思维　　三、电视像现的缺陷美与意境真　第二章 电视新闻的表达特点及发展趋势　　一、电视新
闻的表达特点　　二、电视新闻表达上的几个问题　　三、电视新闻表达方法的发展趋势　第三章 电
视解说语言的诗化和哲理化　　一、电视解说语言的诗化和哲理化　　二、电视解说语言诗化和哲理
化的三种表现　　三、电视解说语言诗化和哲理化的历史渊源　第四章 电视谈话节目的特性与功能　
　一、电视谈话节目的兴起　　二、电视谈话节目的特性　　三、电视谈话节目的功能　第五章 电视
节目主持人的现状与发展　　一、电视节目主持人的由来　　二、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的现状　　三
、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发展趋向　第六章 电视文化的四种基本特征　　一、电视文化的第一种基本
特征：直接悟性思维特征　　二、电视文化的第二种基本特征：痴性情感特征　　三、电视文化的第
三种基本特征：灵性意境特征　　四、电视文化的第四种基本特征：纯性语言特征　第七章 文化人类
学与电视文化　　一、电视界对电视文化的研究现状　　二、从当代文化人类学角度理解的文化　　
三、从当代文化人类学角度理解的电视文化　第八章 电视文化场　　一、怎样理解电视文化场—　　
二、电视文化场的划分（之一）　　三、电视文化场的划分（之二）　第九章 用视剧思想的现代性　
　一、历史剧：现代意识平台上的历史演绎　　二、都市剧：都市弄潮儿的现代生存理念　　三、军
事剧：和平年代军人追求的现代品格　第十章 电视剧文本的现代性　　一、电视剧叙事的现代性　　
二、电视剧体式的现代性　　三、电视剧语言的现代性　第十一章 电视剧立意的现代性　　一、改编
剧立意的现代性　　二、原创剧立意的现代性　第十二章 电视短剧的前景　　一、电视短剧的现状　
　二、时代需要电视短剧　　三、短剧受冷落的症结是什么？
　　四、短剧创新的一条路子下编　第十三章 电视纪实美学　　一、讨论电视纪实美学的必要性　　
二、电视纪实美学的基本美学原则　　三、电视纪实美学的基本美学特征　第十四章 电视纪录片的哲
学内涵　　一、电视纪录片的历史使命　　二、电视纪录片纪录的生存主题　　三、电视纪录片纪录
的生死主题　　四、电视纪录片纪录的人与历史、人与自然关系主题　第十五章 电视纪录片的美学内
涵 　　一、电视纪录片的审美分类　　二、电视纪录片的崇高美　　三、电视纪录片的和谐美　　四
、电视纪录片的悲剧美　　五、电视纪录片的形式美学规律　第十六章 在传统与现代的边缘处纪录　
　一、边缘题材纪录片的崛起　　二、边缘题材纪录片成功的原因　　三、从王海兵的三个《家》看
边缘题材纪录片的内涵　　四、一个纪录片工作者应该具备的素质　第十七章 从纪录生存到纪录人性
　　一、中国电视纪录片在纪录深度上的变化　　二、《舟舟的世界》纪录的人性主题：尊重一切生
命　　三、《忠贞》纪录的人性主题：人间爱之力量的伟大与不灭　　四、《神鹿》纪录的人性主题
：现代社会人性异化与反异化的迷们与痛苦　第十八章 民间传统文化纪录片的呼唤　　一、一种引发
人们思考的纪录片类别　　二、民间传统文化纪录片纪录的惨淡景观之一：传统文化生存的艰难　　
三、民间传统文化纪录片纪录的惨淡景观之二：民间艺人心灵的颤栗与绝望　　四、民间传统文化纪
录片纪录的景观之三：抢救民族文化、保护文化生态的深切呼唤　第十九章 电视纪录片的选题与思想
走向　　一、在大变迁时代纪录普通人的生存与希望　　二、当代中国电视纪录片的选题分类　　三
、当代中国电视纪录片的思想立意特征　第二十章 电视纪录片：属于大众的人文关怀　　一、中国电
视纪录片的主要思想特征　　二、电视纪录片的生存关怀　　三、电视纪录片的生命关怀　　四、电
视纪录片的道德关怀　　五、电视纪录片的人性关怀　　六、电视纪录片的宗教关怀　附录《1996—
—2001年度《中国纪录片》栏目文字档案》　　1996年度《中国纪录片》栏目文字档案　　1997年度
《中国纪录片》栏目文字档案　　1998年度《中国纪录片》栏目文字档案　　1999年度《中国纪录片
》栏目文字档案　　2000年度《中国纪录片》栏目文字档案　　2001年度《中国纪录片》栏目文字档
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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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三个表达系列在流动组合中，这三要素根据系统综合效益原则，就是说，根据新闻图像、新闻声像
、薪闻语言解说表达新闻事物的各自功能、特性，取长补短，形成各自的结构系列，即新闻图像系列
、新闻声像系列、新闻语言解说系列。
，三大表达系列之间的关系，既不是互相印证；新闻语言怎么解说，出什么图像、声像印证一下；或
者出什么新闻图像、声像，语言紧跟着解释一通。
这种作法违背了综合效益原则，是在同一信息量上的无益重复。
亦不是三系列各拉一张皮，硬贴在一起。
这种作法又使传达出的信息可能互相割裂甚至互相矛盾。
而综合效益原则强调的是，通过三系列组合，使新闻图像、新闻声像、新闻语言解说能在同一信息方
向上传播出最大量、最优化的信息。
借用系统论中的一句比喻，一堆砖通过有目的性的组合，形成的不是一堆更大的砖，而是一座漂亮的
建筑物。
这种组合，按照系统综合效益的要求，新闻图像系列和声像系列应当体现图像和声像的鲜明性、简洁
性、有序性的特点。
鲜明性就是图像和声像要有足够的视觉浓度、听觉浓度和新闻说服力，足以激起观众的视觉和听觉兴
奋点。
简洁性就是新闻图像和声像要视点集中，听点集中，不散乱，不杂芜，不拖泥带水。
有序性就是图像和声像传达出来的新闻信息是统一的，不是分裂的，是一致的，不是相悸的。
新闻语言解说系列则需要围绕新闻图像和新闻声像，体现出简洁性、互补性、点化性特点，此不赘述
。
3.三个表达层次由以上三个表达系列，在不同情况下按照综合效益原则再作流动组合，构成电视新闻
表达方式的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也是最低层次，即单系列表达层次，包括电视口播新闻和基本上是单一的图像新闻。
口播新闻一般没有新闻图像，有时也穿插少量资料性图像。
资料性图像对新闻本身没有更多的实质性意义，但可以提供一些背景信息。
口播新闻经常借用报社、通讯社的文字新闻稿，但仍表现出自己独特的简洁性和点化性特点，并不完
全等同于报纸、通讯社新闻。
口播新闻的特点是传播速度快，往往能在第一时间里把新闻信息传播出去，缺点是来不及传播新闻图
像和声像。
单一的图像新闻一般没有语言解说，往往只以字幕形式配上概括的文字标题以点化新闻内涵：比如曾
有一家省级电视台播出过标题为《茶话会何其多》的新闻漫画，新闻图像是一张张狼吞虎咽的人嘴，
一看就知道是批评公款吃喝、暴殄天物的社会现象、社会风气，所以不必解说，倒让人觉得讽刺辛辣
又不失幽默。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视文化传播导论>>

后记

1986年12月28日，一个大雪纷飞、天寒地冻的日子，我离开了长城古北口外的塞北军营，转业到浙江
金华电视台工作，从此和电视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转眼，已经16年了。
由于在复旦大学新闻系所受的专业教育和训练，加上自己对人文社会科学的业余爱好，16年来，我在
实际从事电视节目工作的同时，也围绕电视文化传播问题作了一些理性思考，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看法，这才有了这本书。
自然，这些都是一己之见。
在本书出版过程中，母校新闻学院张国良教授、出版社顾潜先生给予了诚挚的帮助和指正，在此表示
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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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张国良    正所谓“光阴似箭”、“岁月如歌”。
    20年前，征予(我平时多称他为“老郑”，因为他的年龄略大于同班平均，更因为他的睿智和沉稳)
作为复旦大学新闻系?8级的一员，与他的59位同窗一道顺利毕业，意气风发地跨出了校门——那历史
性的一幕，至今历历在目。
    20年后，手捧征予赠伺的这部书稿，我感慨良多。
它见证了一个风云际会的伟大时代，折射了一个绚丽多彩的前沿领域，展现了一个“好学力行”(陈望
道语)的人生范例。
    征予的经历颇为曲折。
从乡村到都市，从江南到塞北，从地方到军营，他做过农民、中学教师、野战部队军官、记者、编辑
等，最终成为电视业管理者。
他博学多才，不仅擅长诗歌、散文等文艺创作，而且爱好各门人文社会学科，善于哲理思辨，富有人
文情怀。
这一切，造就了他的坚毅性格、忧患精神以及实践和理论紧密结合的成功道路。
    众所周知，电视媒介在中国的崛起和繁荣，与改革开放同步，始于1980年代初。
因此，征予大学毕业之际，其实并没有获得关于电视工作的充分的知识储备和技能训练。
尽管如此，在上述各种内外因素的作用下，不长时间里，征予就完成了从一个文字记者、文职军人向
一个出色的电视人的“转型”。
他主持管理的电视台，由于节目贴近生活、贴近时代、勇于革新、雅俗共赏，广受其地区大众的欢迎
和喜爱。
    更值得称道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征予始终没有忽略(毋宁说是加强了)理论学习和建树。
他每年至少发表一篇质量上乘的学术论文(这即使对专业研究者也属不易，更不用说实际工作者了!)，
以求将自己在革新尝试中对电视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深入、独到思考，公诸于世。
这些论文，大多被专业核心期刊登载，产生广泛影响，获得各种奖项。
为此，政府授予他“中青年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的荣誉称号。
因此，无怪他是电视界少数正高职称拥有者之一，也无怪不断有高校以优厚条件聘请他转赴教授岗位
。
    很明显，对征予来说，“灰色”的理论和“绿色”的实践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促进，水乳交融
地结合起来了(无论在实务界或学术界，这都可说是最被提倡、却又最难达到理想境界的目标)。
其原因何在?如前所述，从个人条件看，大体可归因于他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独立思考的钻研精神以
及较为全面的知识结构。
    眼前的这部书稿，就是这样一位“研究型管理者”十几年来“驰骋”于电视媒介的实践和理论之间
、着力探寻其种种规律的思想结晶。
    总体而言，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涉及面很广——从对于电视传播、电视文化的宏观考察，到关涉电视新闻、解说语言、谈话
节目、节目主持人、电视剧以及电视纪录片等各种样式和内容的中观、微观分析，虽非无所不包；但
可以说涵盖了与主题有关的大部分论题。
    其次，涉入度很深(或者说学术含金量很大)——纵览全书，几乎每一个重要的概念(不管是定论还是
常识)，都受到了“拷问”。
例如，绪论中为探究“什么是电视文化”?对已有的三种流行定义逐一审视：一是“以电视为传播媒介
的大众文化”，通俗易懂，但并未指出其特性究竟为何，况且电视文化的内涵也不限于大众文化(应当
还包含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等)：二是“电视作为媒体，传播政治、经济、科技、艺术等各类信息的文
化现象”，同样失之空泛、流于肤浅，三是“电视介入人类社会生活后，所形成的某种文化形态”，
虽触及了问题的核心，可惜没有展开。
在评判借鉴、深思熟虑盼基础上，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所谓“电视文化”，即“以电视特有的符
号、内容、速度、效果所造成的新质文化”，而所谓“新质”，既包括对原型文化的改造、对新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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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创造，又包括由此而引起的对人类心理、行为的改变(详见原文)。
如此，就真切地推进、深化了我们对“电视文化”这一概念(及其指称的现实)的认识。
    另外，作者关于电视文化：“像现文化”、电视工作与“像现思维”、电视文化的四种特征、“电
视文化场”的区分及其效应等一系列独特见解，以及围绕电视剧、电视纪录片展开的详尽而周密的思
辨，不仅在理论层面上富有冲击力、解释力，而且在实践层面上也颇具启迪意义和参考价值。
    最后，可读性很强——这是一部学术著作，也可作为教材使用，行文毫不晦涩。
我的感受是：洗练、流畅、生动，不少篇章堪称优美。
或许，这也可视之为作者致力于将“诗化”和“哲理化”完美结合的成效(参见第三章)。
    当然，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没有提升空间，此书也不例外。
大而言之，若能就电视文化与经济、政治等层面的关联，就电视节目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的互动关系
，以及中外电视文化理论的比较等，再作一点阐发和拓展，则更为理想。
这也可说是我对征予今后研究方向所给予的一点建议。
    通过以上对作者及书稿的简要介绍，相信多少有助于读者了解此书的产生背景和阅读价值。
倘能如此，我的愿望就实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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