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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现代语言学、神经语言学、心理这等基础学科为平台，针对中外电视新闻的传播现象，以及业
内、业外人士对电视新闻语言构成的诸多认识，进行了深刻而系统的分析与整合，科学地理顺了电视
新闻语言诸因素的构成关系，为我国的电视新闻理论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参照与启迪，填补了我
国在电视新闻语言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方面的空白。
    本书对电视、电影从业人员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工作实践的学习、研究、探讨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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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匡宇，1943年11月生，祖籍江西宜春，中文系毕业，做过多年文字、摄影、电视记者，先后在江西
大学、华中理工大学供职、专攻新闻图像传播研究与教学、现为暨南大学新闻学系电视新闻专业硕士
研究生导师。

    近十年来，发表论文一百余篇，在海内外传媒界有一定影响。
先后出版了专著《电视新闻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理论电视新闻学》（中山
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主编教材多部。

    黄匡宇的著述视野开阔、观念新颖、资料翔实、论述精辟、方法独特，诸特点在本书中有充分的体
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视新闻语言学>>

书籍目录

序一 语言学百花园里一朵绚丽的新花——读黄匡宇《电视新闻语言学》序二 读书与批评引论 电视新
闻语言必须追寻科学的规范第一章�电影、电视语言解构史论 第一节�电影的发明和默片语言的形成  一
、�爱迪生和志米埃尔在电影发明期（1832~1895）的语言建树  二、�乔治·梅里爱和格里菲斯在电影奠
基期（18996~1907）的语言贡献  三、�卓别林在电影无声期（1918~1927）的语言成就 第二节�电影默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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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缺省  二、�语言研究在电视里的错位第二章�关于对符号学引入电视新闻的研究 第一节�对现代符
号学理论流派的述评  一、�现代符事情学理论渊源划分  二、�现代符号学理论与电视新闻语言研究的关
联 第二节�电视传播符号能指形态的发展历程  一、�声画传播能指形态的原始阶段  二、�声画传播能指形
态的电子阶段 第三节�批判吸收符号学原理对电视新闻语言学的建设意义  一、�引进语言分析，进行“
形式”研究  二、�批判符号学研究的孤立、静式化倾向、建立电视新闻传播的“语境”观念  三、�运用
符号学方法，扩展电视新闻学学术视野第三章�电视新闻语言符号系统构成论 第一节�抽象语言符号系统
 一、�抽象语言符号系统的电视传播功能概述  二、�抽象音响语言的类别及作用分析  三、�文字的类别及
作用 第二节�客观性具象语言符号系统  ⋯⋯第四章�主观性具象语言符号系统第五章�抽象性语言符号在
电视新闻传播中的基础地位第六章�电视视听语言双主体关系理论辨析第七章�电视新闻语言中的时间观
念第八章�电视新闻语言细节应用论第九章�电视新闻语形、语义、语用关系探索第十章�电视新闻语言构
成纷色的整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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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895年3月，在巴黎召开的振兴法国工业的会议上，路易·卢米埃尔用短片《工厂的大门》在现场
表演了他的发明。
6月，在里昂的摄影会议上又进行了操作表演。
这时他把参加会议的人乘汽船到达河岸码头下船的情景也摄入镜头，天文学家强森也在人群之中。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他让与会者看到了他们自己下船的场面。
这些再现在他们眼前的情景，唤起了他们的惊奇之感。
此外，他给巴黎的科学家和布鲁塞尔的照相业的集会也做过非公开的放映。
　　1895年6月，卢米埃尔去参加一个照相会议，他把会议的情况拍摄了下来，24小时后就让人们看了
影片《代表们的登陆》。
当银幕上出现讨论的场面时，卢米埃尔请参与讨论的人到银幕后面去把当时的发言重复了一遍，以便
加强影片的真实感。
可以说这既是世界上第一次拍摄新闻记录片的尝试，也是对有声电影的第一次开创性摹拟。
　　卢米埃尔虽然计划公开放映，但直到1895年下半年才得以实现。
主要是完善机器性能和拍摄两方面的原因。
卢米埃尔精心研制的这个机器既是摄影机，又是放映机，同时也是洗印机，三位一体。
由于卢米埃尔拍摄的影片主题新颖，1895年12月28日在巴黎放映后，一举成名。
这一天，被普遍定为电影的诞生日载人史册。
　　1895年卢米埃尔他们这年制作的影片多达几十部，每部能放映一分钟左右，这是当时一本影片的
最大长度，其中有几部后来成为举世闻名的影片。
最受欢迎的是卢米埃尔在法国南部肖塔火车站拍摄的《火车到站》。
它是这种“到站”型影片的先驱。
列车由远及近，从全景到特写的场面，是摄影机摆在靠近路轨的月台上拍摄的。
列车进站时几乎是“朝着摄影机”而来，使观众惊叫躲闪。
下车的乘客中，有人若无其事地从摄影机旁走了过去。
把景物由远方推向观众的手法，以及使人惊讶的大景深，让观众感到这与在剧场看戏有着本质上的区
别，和爱迪生的那种“电视视镜”中的表演也有着天壤之别。
今日从技术与语言的角度分析，《火车到站》的镜头景深变化已经具有了现代蒙太奇的成分。
　　《水浇园丁》尽管缺少《火车到站》那样在技术上的优点，但它的剧情却相当成功。
简单明快而又富有趣味，是其情节上的主要特点，一个儿童踩住了一胶皮水管，园丁以为龙头出了毛
病，于是解开捆绑好的龙头检查，不想水此时突然从龙头里喷射出来，溅了他一脸，这一最早用电影
叙述故事的成功尝试为其后电影语言的创新提供了启迪。
同时，这部短片也为后来喜剧电影的出现开了先河。
　　在巴黎大咖啡馆首次公映成功的激励之下，从1896年初开始，卢米埃尔将经过其培训后的学生和
助手派往世界各地，一面放映影片以招徕观众，一面就地拍摄一些街头风光和官方庆典的影片，从而
进一步扩大了早期影片的影响。
就电影技术技巧而言，卢米埃尔等人的重要贡献在于：正是他们最早运用蒙太奇、特技摄影和移动摄
影等手法，为电影语言表现力的完善做出了示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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