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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黄匡宇的见解独到业内出名，其深邃的思考常常会引起学界的一片争鸣。
作为一个一直站在系统和全局的角度去思考学术深层次问题的研究者，他胸怀建设电视新闻学的大志
，在新闻图像研究与传播方面下过很大的工夫，在电视新闻语言领域开创了不凡成果。
　　这个春天带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再一次面对他、走近他，感悟他的观念、他的风格、他
的境界。
　　语言符号是电视新闻研究绕不开的基础杨超：黄老师，非常高兴能有机会与您对话。
黄匡宇：谢谢。
及时整理每一个行业精英的思想很有必要，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现在传媒业界与传播理论界
鱼龙混杂，必须分清良莠，如果你们要做的这本书中有超过5个学术、人品都不好的所谓“精英”出
现，我认为这是中国新闻传播界的悲哀。
对一个人进行评价，我主张盖棺论定。
只有当一个人死了以后，我们才能知道这个人究竟对这个事业有多大贡献，是流芳千古，还是遗臭万
年。
　　对于一个人物，我们必须客观冷静地进行分析，从他的人品到他的学术，以及对整个社会的贡献
，进行全面的把握。
因此做这样的思想整理、张扬、披露工作，还有人物的选择，都应该慎之又慎，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此
书的权威性。
现在有些年轻人的功利思想太浓重，殊不知做成任何一件事情都须有个寒窗磨炼的过程，任何人的成
功都不是一朝一夕的，有时需要付出毕生的代价。
　　钟茜：您对新闻学术界有什么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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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电视新闻学》是一部全面、系统论述电视新闻传播理论与实务的著作，包括史论篇、基础
原理篇、系统控制篇、节目生产方法篇、从业人员素质篇5篇，计21章。
全书融作者电视新闻从业13年体验及电视新闻教学研究30年成果于一体，诸多知识点系作者原创，为
高校广播电视专业师生、相关领域研究学者和一线从业人员提供了相对丰富的方法指引和理论参照。
　　作者借鉴语言符号学、视觉心理学、哲学、政治学、传播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学科基础原理展
开研究，理论阐述严谨充分，实例解析深入到位，充分体现了作者“视野开阔、观点前瞻、立言求真
、放言无忌、布言务实”的一贯著述风格，既是作者的心血之作，也是电视新闻学领域当之无愧的权
威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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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匡宇，现任华南理工大学南方传媒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此前曾在江西
大学、华中理工大学、暨南大学三所大学新闻系任职。

黄匡宇1960年中文系毕业，1966年始从事文字、摄影、电影（电视）新闻记者工作13年，继而在高校
专攻电视新闻教学研究30年。

黄匡宇的研究视野开阔、观点独到，理论与实务整合到位，将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系统论等学
科理论引入对电视语言的研究，1989年始创我国电视新闻语言符号结构理论系统，运用语言符号学基
础科学规范电视新闻声画之间的辨证关系，提出了电视纪实传播“声画双主体”结构理论，阐明了“
声音”为叙述主体元素和“画面”为证实主体元素的逻辑结构关系，为中国持续近20年的电视纪实“
声画”之争画上了句号。
2000年黄匡宇提出的“内容为王，形式是金”电视节目双重价值标准，化解了业界“内容与形式孰轻
孰重”的争论，解决了电视节目制作过程中的一系列观念性、操作性难题。

黄匡宇1990年出版的《电视新闻学》被《中国新闻年鉴》1991年版认定为“我国第一本系统研究中国
电视新闻节目的学术专著”。
以后20年间陆续出版《理论电视新闻学》、《电视新闻语言学》、《电视新闻学教程》、《广播电视
新闻学》、《当代电视摄影制作教程》等专著3部和教材6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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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语言符号是蝴闻研究绕不开的基础一学术追求不可更改第一篇 史论篇第一章 电视新闻的起源及
技术发展史略第一节 电视新闻生发于电影新闻一、电视新闻生发于电影新闻二、“电影式电视观念”
期待嬗变第二节 技术是电视新闻成长不可或缺的物质平台一、电视传播艰难的技术步履二、电视个性
设备为电视新闻的能指个性形成准备了条件第三节 数字时代实现电视新闻传播的辉煌一、数字摄像机
提高了电视新闻采集的灵活性二、数字技术使后期制作更加灵活快捷、质量更稳定三、数字技术压缩
了时空，实现了新闻的零距离共享四、数字技术带来电视新闻节目载体的变革第四节 DC、DV影像为
电视新闻的能指影像真实提供信息保障一、民众DC、DV影像为电视新闻突发能指图景提供信息保障
二、DC、DV电视新闻传播的平民化意义第五节 视频影像为电视新闻的能指影像真实提供原始保证一
、能指、所指的契合程度是衡量电视新闻传播真实与否的根本二、视频影像新闻的“能指”学理依据
源自人的“窥视”本性第六节 动漫影像为电视新闻的能指影像真实重建虚拟情境一、电视新闻动漫能
指叙事的传播形式与特性二、电视新闻动漫能指叙事价值分析第二章 英美电视新闻发展概况第一节 
英国电视新闻史略一、BBC的“公共”理念二、ITV的创新与BBC求变三、平衡竞争的奥秘四、新的竞
争格局和电视新闻的变化第二节 美国电视新闻的发展一、最初的源头和动力二、主流媒体地位的确立
三、新版电视新闻四、“9·11”事件的影响及其后商业化的继续第三章 中国电视新闻发展概况和现
状第一节 内地电视新闻发展概况一、草创期：“信息少，时效差，无特色”（1958-1977）二、发展期
：延时增量，及时多元（1978-1989）三、提高期：时效更强，形式多样，语态平和（1989-1999）四、
完善期：内容多元为王，形式完美是金（2000-2008）五、多元期：电视新闻大家办，冲破垄断求发展
（2009～）第二节 港澳电视新闻发展概况一、香港电视新闻成长期——“积极不干预”的殖民调控下
初长成二、香港电视新闻的发展期——回归前“放手发展”导致多元化三、香港电视新闻的回归期—
—回归后的多元化稳定发展四、澳门电视新闻发展概况第三节 台湾电视新闻发展概况一、独裁政治下
的说教式电视新闻二、政治民主进程中电视新闻逐步多元化三、政治势力均衡纷争形势下电视新闻的
针尖对麦芒第二篇 基础原理篇第四章 电视新闻的定义、特性与传播功能第一节 电视新闻的定义与特
性一、什么是电视新闻二、电视新闻的传播共性与特性第二节 电视新闻的传播功能一、播报新闻，传
达政令二、沟通舆论，影响舆论三、交流信息，推动社会四、传播知识，活跃生活第五章 电视新闻事
实论第一节 事件真实：新闻事实是进入大众传播视域的本源事实一、关于“新闻事实”的历史性定义
二、对于“事实”认知的哲学思考第二节 过程真实：电视新闻的真实性体现为事件时空的真实一、“
新闻事实”是进入符号再现、反映过程中的事实二、警惕电视新闻采访过程中的隐性失实第三节 “媒
介事件”对新闻采访报道基础原理的反动一、何谓“媒介事件”二、“媒介事件”的虚假本质探讨三
、电视媒体的“媒介事件”系利益博弈使然第六章 电视新闻的语言符号系统与抽象语言符号系统第一
节 语言符号系统构成总说一、语言符号语言系统二、非语言符号语言系统三、电视新闻语言符号构成
关系的模型创建第二节 电视新闻的抽象语言符号系统一、抽象音响语言的类别及作用分析二、文字的
类别及作用第七章 电视新闻语言符号系统的具象语言符号子系统第一节 电视新闻具象语言符号系统
的基础性语言符号一、线条，形状构成的基础因素二、光线，影像视知的起点三、色彩，情感主题的
依据四、影调，影像质地的保证第二节 电视新闻具象语言符号系统的应用性语言符号一、应用性图形
语言符号的类别及作用二、应用性声音语言符号的类别及作用第三节 电视新闻具象语言符号系统的蒙
太奇语言符号一、蒙太奇的时间、空间统摄功能二、电视新闻节目的应用范畴中蒙太奇的类别第八章 
电视新闻视听语言的双主体结构关系第一节 电视新闻声画语言双系统结构对电影“画面叙述”观念的
颠覆一、电视新闻与电影故事片的声画结构系统各有不同二、抽象语言在人类认知活动中的统领作用
三、抽象语言在电视新闻传播中地位的实证性研究第二节 画面“证实性主体”地位的确立和巩固一、
画面“证实性主体”地位的确立二、画面“证实性主体”地位的巩固三、正视电视新闻画面情节不完
整性的制约第三节 电视新闻视听语言双主体关系理论辨析一、“双主体论”是二分法和系统论的统一
二、“双主体关系”形成的生理基础第九章 电视新闻记者“观看”基础论第一节 电视新闻始于记者
对社会的观看一、观看=感觉＋选择＋理解二、“感觉-理解”的轮回与电视记者的视知觉积累第二节 
电视新闻记者的观看与选择一、随意观看无画面二、“定睛一看”出精彩第三节 记者采访的画面思维
的培养一、画面思维概念的提出与辨析二、画面思维的基本特征三、画面思维能力的训练第十章 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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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时间论第一节 时间的定义与意义一、时间的基本特征二、研究电视新闻时间的意义第二节 
电视新闻时间的微观认识一、镜头的时间性二、画面编辑中的时间三、由电视新闻特性所决定的时间
四、电视新闻画面对时间的超越第三节 电视新闻时间的宏观认识一、电视新闻叙事中的时间二、电视
新闻收视的心理时间三、现场直播中时间的实在性与连续性第四节 强化时间节约意识，开发时间潜在
资源一、电视新闻时间节约的关键是取舍二、积极开发电视新闻的时间资源第三篇 系统控制篇第十一
章 电视新闻节目系统论第一节 电视新闻节目的系统意识一、电视节目系统的构成二、系统意识是优
化电视新闻的起点三、电视新闻节目系统的结构控制第二节 电视新闻节目子系统一、不同标准下电视
新闻的分类二、电视新闻节目体裁分类第十二章 电视新闻节目子系统之深度报道第一节 深度报道的
概念与渊源一、什么是深度报道二、深度报道的优势第二节 连续报道和系列报道研究一、电视新闻的
“连续报道”二、电视新闻的“系列报道”第三节 电视新闻现场报道与现场直播一、现场报道的定义
与特点二、现场报道的发展三、我国的电视新闻现场报道存在的问题第十三章 电视新闻节目子系统之
纪录片研究第一节 纪录片的兴衰一、纪录片的兴起（1895-1910）二、纪录片的发展（1922-1960）三、
纪录片的衰落（1960-1970）第二节 中国电视新闻初期的电视纪录片一、初期电视纪录片的电影纪录片
胎记二、中国初期电视纪录片的特点和新闻功能三、“艺术性”祸害一时，数十年覆水难收第三节 电
视新闻纪录片概念的认定一、电视新闻纪录片概念的认定二、电视新闻纪录片的“真实把握”三、不
要让“访谈”破坏纪录片的机理结构第四节 电视新闻纪录片发展空间广阔一、中国电视新闻纪录片发
展空间广阔二、中国电视新闻纪录片的新生代第十四章 电视新闻的言论第一节 电视新闻言论的内涵
和外延一、电视新闻言论的内涵二、电视新闻言论的外延第二节 电视新闻言论节目的传播优势与形态
一、电视新闻言论节目的传播优势二、电视新闻言论的常见形态第三节 电视新闻言论自由与传播环境
一、言论节目的自由度受制于国家的宪法界限二、言论节目的自由度受制于国民教育的程度第四篇 节
目生产方法篇第十五章 电视新闻的采访第一节 电视新闻采访的特点和形式一、电视新闻采访的基本
特点二、电视新闻采访的形式第二节 电视新闻采访的方法一、在采访中发掘新闻主题二、镜前采访的
方法第三节 电视新闻画面的采访摄影要求一、巧取画面角度，保证信息容量二、坚持现场采访，保证
时空一致三、尊重采访对象，保证过程真实四、坚持“挑、等、抢”，摒弃“摆、导、补”第十六章 
电视新闻画面的构成要素与规范第一节 电视新闻画面构图的实体性因素一、主体，新闻元素的主要载
体二、陪体，新闻主体的旁说元素三、前景、背景，主体陪体生存的环境四、后景，画面主体陪体的
转换因素第二节 构成电视画面的特殊因素一、空白不是实体因素，没有具体的形象二、空白在画面中
的结构价值第三节 电视新闻画面构图的规范特性一、画幅比例的固定性二、画面构成的连续性三、画
面内容的即逝性四、画面构成的一次性第十七章 电视新闻画面摄影方法论第一节 电视新闻画面的摄
影角度一、电视新闻画面的拍摄方向二、电视新闻画面的拍摄高度三、电视新闻画面的拍摄距离第二
节 电视新闻画面的长镜头和镜头运动一、长镜头的起源及发展二、长镜头的时间结构特性与应用三、
“运动长镜头”——镜头运动（移动摄影）四、镜头运动的形式第三节 电视新闻画面的光影控制一、
色温与白平衡的控制二、光照强度的控制三、光照方向的控制第十八章 电视新闻细节应用论第一节 
电视新闻细节的定义和分类一、电视新闻细节的定义二、电视新闻细节的分类第二节 电视新闻细节的
特征一、具有信息传播的凸显性二、具有信息传播的单纯性三、具有信息传播的证实性第三节 电视新
闻细节的作用一、用以揭示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的本质，体现主题思想二、提高信息传递效率，增强
观众记忆深度三、传递深度信息，增强电视新闻传播的时代感和真实性第四节 电视新闻细节的采录一
、掌握“图形-基底”理论，提高记者对画面细节的发现能力二、提高记者对画面细节和声音细节的捕
获能力第十九章 电视新闻的写作方法论第一节 电视新闻文字稿不是“解说词”一、电影的画外音“
解说”不等同于电视新闻的画外文字声音二、电视新闻的文字是完整的新闻三、关于“文字稿”认定
的旁证性研究第二节 消息类电视新闻文字稿的写作一、电视新闻文字稿导语的写作二、电视新闻文字
稿主体的写作三、电视新闻文字稿结尾的写作四、电视新闻口播稿的写作第三节 专题类电视新闻文字
稿的写作一、电视新闻纪录（专题）片文字稿与画面的双主体关系二、新闻（专题）纪录片文字稿的
写作第二十章 电视新闻的后期制作第一节 电视新闻的声音处理一、电视新闻有声语言的编辑要求与
技巧二、电视新闻音响的编辑要求与技巧三、新闻类电视节目音乐元素的运用与编辑技巧第二节 电视
新闻的画面编辑一、镜头的选择二、镜头的组接三、声画组合量的控制第三节 常见电视新闻节目的编
辑一、消息类电视新闻的编辑与编排二、专题类电视新闻的编辑第四节 新闻照片的屏幕价值研究及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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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新闻照片屏幕语言构成价值的确认二、新闻照片的屏幕传播功能三、新闻照片屏幕价值的实现
第五节 屏幕文字的运用技巧一、屏幕文字的类别二、屏幕文字的传播功能三、屏幕文字的构图形式四
、屏幕文字的运用技巧第五篇 从业人员素质篇第二十一章电视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素质论第一节 电视
新闻从业者的政治素质一、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二、具备大局意识三、具备一定的政治理论水平第二
节 电视新闻从业者的思想作风素质一、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二、要有执著追求的敬业精神三、要有
优良的工作作风四、要有高尚的职业操守第三节 电视新闻从业者的业务素质一、电视新闻从业者对知
识与能力的认识二、电视新闻从业者业务素质分论第四节 用高素质保证新闻与真实同行一、反假求真
的靶示二、反假求真的美学观念研究三、电视新闻记者的职业素质备受考验第五节 “情境再现”从本
质上挑战了电视新闻时空的真实性一、“物质现实的复原”是电视新闻应该恪守的本分二、“情境再
现”是对事件内容涉及的时间、空间变造作假三、“情境再现”是“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自欺欺
人四、“扮演”以假乱真遭唾弃后记 电视新闻传播研究追求的蝉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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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报饥荒、灾难、选举、流行歌星的行踪、动物故事和其他影响年轻人生活的一切事情，节目一开
始就吸引了六七百万儿童。
　　无论是BBC还是ITV的纪录片质量都在不断提高，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深入生活的方方面面。
独立电视网制作的《消失的世界》、《战争中的世界》、《人类的上升》和反映工人家庭的纪实片《
家庭》都是值得一提的佳作。
监狱生活、男孩寄宿学校等封闭式机构的情况也在纪录片中曝光。
电视新闻对于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的盛大婚礼，对于教皇保罗二世、美国总统里根、埃及总统萨达特
先后遇刺，对于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52名人质获释等重大事件都及时做了报道，毋庸置疑地锁定了世
界的目光。
　　1983年电视新闻进军早间时段，1月17日6：30，BBC开始播出《早餐时间》节目。
两周后，独立电视网的《早安，英国》也顺利开播。
此后，无论是公营还是商业体系的电视台，演播室的讨论节目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
总的来说，英国公营广播电视和商业广播电视两大体制并没有造成真正激烈的冲突，两者在新闻节目
的编排、报道原则等方面没有根本区别，在竞争中也各自占据着平等的生存空间，节目此起彼伏，各
有发展特色。
这似乎与大不列颠民族善于妥协的传统有关。
1642-1666年的英国内战和王朝复辟，双方都付出了血的代价。
历史的教训告诉英国人，妥协是处理各种矛盾关系的最好途径。
因此，英国人善于将妥协的原则应用于处理各种国内和国际关系，通过软性谈判达到双赢目标。
大的方面最好的例子莫过于英国人运用妥协原则较好地处理与各殖民地的关系，保持了自身的荣誉和
绅士风度。
小的方面，通过各电视台节目编排的互相回避和分段播出，当某家电视台播出新闻时，竞争对手往往
把类似节目安排在之前或之后播出，从而形成各自的优势，最终双方均得以健康发展。
英国电视时事性节目早期的成功就与BBC和ITV之间的协定有关，双方商定在播出时事节目时不安排
娱乐节目，从而保证了时事节目的收视率和影响力。
　　妥协带来了平衡，也带来了繁荣。
1982年11月独立电视委员会同意第四频道公司建立，但明确提出其办台原则是播出与独立电视网不同
的电视节目，形成对独立电视网节目的补充。
这样，原本BBC和ITV的竞争变为三家竞争，三家的整体特色各不相同。
英国广播公司以严肃和高质量的节目为主，新闻和各类专题片是该台的主打产品；独立电视网与英国
广播公司定位相似，但娱乐性增强；第四频道是独立电视网的补充，纪录片的高品位连BBC也自叹弗
如。
各家新闻节目也是要么时段错开，要么内容取向和表现形式不同。
　　英国独立电视委员会规定，电视机构的主要频道周一至周五至少每天播出三档全国及国际新闻，
并且平均每周一次时事节目。
英国最主要的两大电视机构BBC和ITV一直遵照这一规定安排新闻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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