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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六集电视专题系列片《电视的记忆》，是为中国电视五十周年而制作的特别节目。
系列片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六类电视节目形态，即新闻、纪录片、春节联欢晚会、真人秀、广告和主
持人，从社会学、文化学的视角梳理出一条电视发展的脉络，充分反映出中国电视五十年的深刻变革
。
在片中，记者采访了中国电视发展历程中最具标志性和符号意义的亲历者和当事人，如杨伟光、赵忠
祥、屠国璧、黄一鹤、叶惠贤、崔永元、水均益等，为中国电视的发展留下了—份宝贵的口述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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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感受新闻的力量　　中国电视新闻从业人的梦想，始于1958年，从那个时候算起，它已经度过了
整整五十个炎黄春秋。
作为一个普通的电视观众，我可以直接感受到的是，电视新闻的产量和质量都有了飞跃式的发展。
尽管与国际接轨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而且还要面对互联网的激烈竞争，但中国观众对电视新闻的依
赖，已经产生了巨大的传播效应。
在某种程度上，电视新闻往往决定了人们对事件的基本判断。
电视新闻的影响力，足以改变观众的日常生活。
　　——朱大可　　这是中国电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新闻直播：2008年5月12日15时，在四川汶川发
生大地震后的32分钟，中央电视台（下称“央视”或“（2CTV”）新闻频道的整点新闻，以头条形式
播出了地震消息；20分钟后，又中断正常节目，用最快的速度推出现场直播报道，24小时不间断播出
的方式，让公众同步了解灾区救援情况。
随后，全国多家电视台也相继推出汶川地震现场直播报道。
　　这次长达一个月的抗震救灾直播，创造了中国多个电视新闻直播和收视之最。
根据中央电视台索福瑞提供的数据：仅2008年5月12日到18日，全国各级电视台共播出了1397小时的抗
震救灾直播节目，有超过十亿的观众通过直播获得灾情信息。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5月13日的最高收视份额达到7.58％，创下了开播以来的历史最高值。
　　时统宇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的公众从上到下，上到我们的中央政府，下到
我们普通的黎民百姓，获得信息，而且获得非常权威的信息，大量的是通过我们中国电视，特别是电
视新闻的直播。
　　1958年10月1日，当天刚刚开播的上海电视台播发了第一条新闻，它是关于上海国庆游行的报道。
同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也已正式对外播出，这是中国最早的两家电视台。
由于当时是用电影胶片拍摄，一般的电视新闻往往要等到几天后才能播出。
　　朱盾时任上海电视台记者　　当时人民广场是10点钟开始游行，正式游行之前我们要送一次片子
，因为电视台有些骑摩托车的通讯员，第一次片子就在这个时候送。
　　朱盾是上海电视台第一批新闻记者之一，参与了《上海欢庆建国9周年》新闻的拍摄制作。
为了保证这条新闻能在当天播出，他们采取了接力的方式。
　　朱盾时任上海电视台记者　　游行活动基本上到12点钟结束，有两个小时左右，我们积累了三次
送片的机会。
最后一次，也就是第三次，是等游行活动结束了以后再送。
这一天拍了不少，拍了一千两百尺的胶片，有半个小时的片量。
　　这条新闻片最终被剪成8分钟，在当晚播出，这在当时相当不易。
由于设备原因，早期中国的电视新闻不能提前录制，播音员都是在播出时直接对着摄像机读稿子的。
　　沈力中国第一代电视新闻播音员、时任《新闻联播》主持人　　当时全部都是直播，不敢出错，
对画面只有一次，就是领导审片的时候我来念，然后编辑告诉你哪儿该说了，然后我马上就要把画面
记住，然后剩下一个多钟头看稿子，那个稿子真的像天书一样，我现在真的是很遗憾没有留下几篇稿
子，我觉得那个稿子就像京剧的花脸一样。
　　赵忠祥中国第一代电视新闻播音员，时任《新闻联播》主持人　　面对每一个镜头和稿子上的每
一个字，我们要准确地把它播出去，万一错了，你是不好交代的，我觉得那个时代，或者是那一个时
间段，对我来讲，是一种很大的压力，一种挑战。
　　说起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电视新闻栏目，不能不提《新闻联播》。
1978年1月1日，《新闻联播》在中央电视台正式开播。
三十年来，它已成为中国拥有观众最多、最具权威性的电视新闻品牌。
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它的影响力还不如广播和报纸。
　　杨伟光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　　那个时候应该还是广播的天下，广播是第一媒体，到了电视台
以后就感觉到，电视台的新闻虽然有《新闻联播》了，但新闻次数比较少，而且时效比较慢，今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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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3点的一些重要新闻回来了，当天都不编的，要放到第二天晚上才播。
我说怎么不当天晚上播呢？
他们说我们报纸是文字的，广播是声音的，我们电视是又有文字又有图像，第二天播同样有人看。
当时我跟他们提出，我们有声音有图像，又比别人早播出，不是更好吗？
　　1985年，刚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调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杨伟光，提出电视新闻改革必
须从提高时效开始。
　　杨伟光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　　我们提出了改革电视新闻，一个是时效要快，这当天的重要新
闻必须当天联播出去。
　　如今，中国电视的影响力早已远远超出广播和报纸，新闻当日播出，也早已成为常态。
但真正让中国观众感受到电视新闻传播力量的，还是现场直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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