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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人类还处于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蛮荒时期，就开始了原始涂鸦和图腾摹画等媒介传播的信息释放
。
在科学和技术日趋进步和完善的今天，这种天性正被无限地放大，人类交流和传播的渴求也随着影视
技术的日新月异被大大扩展。
著名传播学理论家麦克卢汉曾经有个经典论断：“媒介是人的延伸”。
而今，影视技术则延伸了媒介。
摄影术的发明昭示着人类进入了“机器复制时代”（瓦尔特·本雅明），经过技术的加速发展，使得
当初简单的摄影而今已成为以电影、电视、广告、动画等多媒体为主导的、庞大而又综合的传媒系统
，以此应运而生的影像文化正全面渗透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不得不冷静地思考和应对这种潜
在的力量。
传媒技术的更新使得影视传播理论不断被刷新，定位各异的影视专业也相继建立，现代影视传媒专业
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融汇理论与技术、多媒体与多学科并存的综合学科，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随着国家在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下对文化建设和传播的日益重视，更多懂理论和实务的影视专门人才
正大量被社会所需，这也为高校影视方面人才的培养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和发展动力。
本套书系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了打造影视专业人才，集合了众多的专家学者的智慧和经验编写而
成的。
本套书的编写针对多数同类教材在系统性和连贯性存在的不足，打破常规，注重双基，关注新媒体中
影像技术的发展，吸收最新的影视理论和技术成果，以注重基础、促进教学、关注前沿、强化实践、
精益求精为宗旨，特别强调了学术性与实用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经典性和当代性、严谨性和规范性
、综合性和创新性相结合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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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电视与广播、电影区别开来，是关于电视的专门史；从电视技术、电视媒体、电视节目、电视
理论、电视管理等多维视角来观察中外电视的发展历程，是关于电视的分类史和综合史。
本书既可作高等院校影视等相关专业的教材，也是电视节目制作者和电视行业管理者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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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明海，西南大学（原西南师范大学）学士，北京大学硕士，重庆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院长、副
教授。
长期从事“电视摄像”、“电视广告”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出版专著《电视摄
像艺术》；担任《歌者》等多部电视电影作品的制片人和监制；主创的“创作激励、课程整合、师生
互动”教学模式获得重庆市教学成果二等奖，重庆师范大学教学成果特等奖。

    郝朴宁  ，1957年生于上海，1978年考入西南大学（原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年分入云南师范
大学任教至今，“广播电视艺术学”与“新闻学”硕士生导师，先后承担多项国家级与省部级课题，
出版过《传播理论》、《传播文化论》、《影视艺术论》、《中国传播史论》等专著、合著十余部，
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现正创建“民族文化传播学”，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打下坚实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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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外国篇　第一章　电视技术简史　　第一节　试验电视　　　一、电视的技术铺垫　　　二、电
视的诞生　　第二节　彩色电视　　　一、从黑白电视到彩色电视　　　二、彩色电视的发展　　第
三节　录播电视　　　一、从直播电视到录播电视　　　二、电视录像技术的发展　　第四节　有线
电视　　　一、从无线电视到有线电视　　　二、有线电视技术的发展　　第五节　卫星电视　　　
一、从微波中继到卫星传播　　　二、卫星电视技术的发展　　第六节　高清电视　　　一、从标清
电视到高清电视　　　二、高清电视技术的发展　第二章　电视媒体简史　　第一节　电视媒体附属
于广播　　　一、广播媒体的诞生与繁荣　　　　二、电视媒体的诞生　　　三、战后电视媒体的恢
复与重建　　第二节　电视媒体黄金时代　　　一、商业电视媒体　　　二、公菜电视媒体　　第三
节　电视媒体重组与整合　　　一、电视媒体的同业兼并　　　二、电视媒体的业外整合　　　三、
电视媒体的跨文化传播　　第四节　　超级传媒集团　　　一、美国在线时代华纳集团　　　二、沃
尔特·迪斯尼集团　　　三、维亚康姆集团　第三章　电视节目简史　第四章　电视理论简史　第五
章　电视管理简史中国篇　第六章　电视事业简史　第七章　电视节目简史　第八章　港澳台地区电
视事业简史附录　中外电视大事记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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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从电视新闻报道的“好⋯⋯现在”中，只能看到零散杂乱的新闻——没有背景、没有结果、没有
价值、没有任何严肃性。
再残忍的谋杀、再严重的政治错误、再悲惨的事件，被紧跟在后面的广告瞬间消解了它的重要性，让
人感觉这不是真实的事件。
作者指出：“电视新闻节目提供给观众的是娱乐而不是信息，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不仅仅在于我们被剥
夺了真实的信息，而且在于我们正在逐渐失去判断什么是信息的能力。
”掩藏在电视新闻节目后面的是反交流理论，让我们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追求感觉和无序的快乐
。
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利用电视来传播宗教已经很风行，但是，电视无法实现真正的宗教体验。
因为电视屏幕充满了世俗的意味，娱乐性深深扎根，想把它改造成一个神圣的地方实在是很难。
电视把某种事物转换成了另一种东西，事物原来的本质可能会丢失。
以前的宗教都努力通过艺术、音乐、神像和令人敬畏的仪式来吸引人们，通过赋予事物魔力来让我们
获得神性。
而电视则相反，它只能通过娱乐让我们离神越来越远。
“真正的危险不在于宗教已经成为电视节目的内容，而在于电视节目可能会成为宗教的内容。
”由此可见，在电视中宣讲的宗教已不再是真正的宗教了。
电视广告是塑造现代政治观点表达方式的重要工具。
在美国，电视广告已经成为政治话语最本质的象征。
首先，政治竞选逐渐采用了电视广告的形式。
其次，广告采用的最简短的方式已经成为美国人处事的哲学。
政治家要做的就是把自己作为娱乐素材推出，而不管他的政治主张能否解决问题。
形象政治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为了达到目的，合弃真实可信的政治内容，这种事不关己的态度让人们
对历史变得漠不关心，拒绝记忆历史的真实。
电视的娱乐性使我们跃人了一个与过去毫无关联的现实世界。
同样，因为所有的政治话语都采用了娱乐的形式，书籍的审查制度也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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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由李明海确定整体的编写思路、框架结构和撰稿原则，重庆师范大学和云南师范大学的10位教师
参与了具体的编写工作：李明海编写绪论、第二章（电视媒体简史）、第三章（电视节目简史）和附
录（中外电视大事记）；贺子宸编写第一章（电视技术简史），蒋华参与编写第三章；鲍栋、陆双梅
、邱吴编写第四章（电视理论简史）；王泽钰编写第五章（电视管理简史）；叶思诗编写第六章（电
视事业简史）；李淼编写第七章（电视节目简史）；周晶编写第八章（港澳台地区电视事业简史）。
在初稿的基础上，根据李明海提出的修改意见，各位老师编写了第二、三稿。
最后由李明海写出定稿。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编者参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在此，我代表所有编者向专家学人们和电视
实践工作者们致敬！
　　感谢参与本书编写的各位老师，感谢李淼在云南参编者之间做出的协调方面的努力，感谢西南师
范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感谢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的董小玉教授、虞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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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外电视史纲要》为了打造影视专门人才，集合了众多的专家学者的智慧和经验编写而成的。
编写针对多数同类教材在系统性和连贯性存在的不足，打破常规，注重双基，关注新媒体中影像技术
的发展，吸收最新的影视理论和技术成果，以注重基础、促进教学、关注前沿、强化实践、精益求精
为宗旨，特别强调了学术性与实用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经典性和当代性、严谨性和规范性、综合性
和创新性的结合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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