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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实用广播电视艺术丛书：电视艺术理论》主要内容包括：画面语言：电视艺术的本体语言、有
声语言：声画艺术的重要一翼、造型语言：声画结合的语言构成、镜头语言：电视语言的基本构成形
态、编辑语言：电视艺术的合成语言、特技语言：电视艺术的特殊语言、符号语言：电视艺术的普遍
语言元素、文字语言：电视艺术的准确语言元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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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及电视文化研究所所长，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副
主席，《电视艺术》杂志副主编，中国电视纪录片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音乐研
究会理事，《现代传播》编委。
著有《电视剧创作概论》、《电视剧的探索》、《电视艺术概论》、《电视专题片创作》，《高鑫电
视艺术文集》、《电视艺术学》，主编《电视艺术美学》，《中华艺术辞海·电视卷》（合编）、《
电视专题》、《电视剧赏析》、《中华百科辞典·电视卷》、《20世纪中国电视剧史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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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加强电视艺术的文学性 我们认识了什么是电视艺术的文学性以及文学性的画面体现之
后，则应在电视艺术的创作中努力加强其文学性。
任何一部电视艺术作品都是编导者创作的，我们不可能想象一个没有文学修养的人能创作出充满文学
性的电视艺术作品。
可以说，电视艺术作品将编导者的艺术功底、文学素养赤裸裸地暴露在观众的面前。
因此，努力提高电视艺术创作者的文学素养，便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
 电视艺术的创作一般分两个阶段进行：一为电视文学脚本的创作，一为电视艺术作品的拍摄制作。
前者属于文学创作，因为它仍然是运用文学语言写出的文学作品，是一种具有屏幕感觉、屏幕画面特
色的文学。
这种文学脚本是一切电视艺术创作的基础，所以说，“剧本是一剧之本”。
后者属于屏幕艺术，它是在文学脚本的基础上，在导演的具体指导下进行拍摄制作，由导演将文学、
绘画、音乐、摄影等诸多元素艺术地综合在一起，完成综合艺术的制作，这里“导演是关键”。
这足以说明：离开了文学脚本，便没有了导演艺术；没有导演艺术，也就难以将文学脚本搬上屏幕。
文学与电视艺术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
 当然，要将文学脚本搬上屏幕，将文学形象转化为屏幕形象，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恰如陈白尘所说：“要将文字魅力创作的形象移植到屏幕上，并产生同样的魅力，也许比直接创作更
难。
”它需要电视导演根据文学脚本进行整体艺术构思，并将其付之于演员、摄像、音乐、美术等部门去
实现。
这是对电视导演各方面的艺术水准，特别是文学修养的全面考察和检验。
可以这样说，电视剧导演的文学修养体现在电视艺术创作的全部过程之中。
 首先，对原作的理解需要文学修养。
电视艺术要在文学脚本的基础上经过二度创作才能被搬上屏幕，这就有一个对原作的理解问题。
文学修养高的导演能够准确地把握原作的主旨，认识原作的价值，在屏幕上艺术地体现原作的创作意
图，并且进一步予以艺术的升华和提高。
 其次，整体艺术构思需要文学修养。
如何将文学脚本搬上电视屏幕，也就是说，如何将文学的间接表述转化为画面的直接展现，将文学形
象转化为电视屏幕形象，必须有整体的艺术构思。
也就是要对电视艺术的诸多元素，给予认真、细致、全面的思考、设计和观照。
而这，如果没有较高的文学修养，也是难以完成的。
 再次，布局结构需要文学修养。
如果电视艺术作品带有某种叙事性，则需要对材料进行一定的组织和安排，这就需要恰当的布局和艺
术的结构。
不同的电视艺术作品存在不同的结构方式，很难有绝对相同的。
然而，电视艺术作品的结构是否流畅，布局是否合理，从整体上看是否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则不仅是
检验导演艺术水准的标志，甚或是检验导演文学功底的试金石。
 还有，人物形象塑造需要文学修养。
电视艺术创作仍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而对人物性格的理解和塑造，也需要创作者具有较高的文学修
养，正如高尔基所说：“文学就是人学。
”现代观众对电视艺术作品中的人物要求是苛刻的：他们不再需要公式化、概念化、“高大全”式的
人物，甚至不满足于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人物典型，而开始要求多层次、多侧面、全色彩的屏幕形
象，不仅要展现人物的行动、语言和思想，更要揭示人物的心态和潜意识，这一切，不能不仰仗于创
作者所具备的较高的文学修养。
 此外，屏幕造型语言也需要文学修养。
一提到屏幕造型语言，似乎只是屏幕艺术领域的事情，甚或只是电视美工考虑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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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然。
杰出的屏幕造型语言，事实上也是一种文学性的体现。
电视艺术综合了各种造型艺术的手段和技法，诸如线条、色彩、光效、影调、构图、透视度、材料结
构、空间处理等，形成综合性的造型语言，用以表达编导者的创作意图，形象地揭示出电视艺术的思
想内涵。
要想使屏幕造型语言体现出美和诗意，当然离不开创作者所具备的深厚的文学修养。
 综上所述，努力加强电视艺术的文学性，是提高电视艺术质量的重要方面。
电视艺术创作者应该充分认识文学性在电视艺术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努力掌握文学性的种种屏幕表现
方法，尽快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
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充满诗情的电视艺术作品。
恰如陈白尘所说：“我们的屏幕上多么需要这类文学性较强、品格较高的艺术开拓人们的视野，陶冶
人们的情操，提高人们的文学素质啊！
”愿我们的电视屏幕之上，能涌现出更多充满诗情画意、有着崇高审美价值的电视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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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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