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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力求从“话语”的角度，对中国当代电视的竞争格局及其深层寓意进行探析。
中国电视由统一的垄断性的总体性媒体领域分化成各不相同的多元竞争的媒体地带的过程，实际上就
是由国家一元话语到国家话语、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多元生成和竞争的过程。
为了阐明这些话语系统之间复杂的竞争与共生关系，本文采取的是结构分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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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当代中国电视多维话语系统的产生背景　　第一节　“话语”视角看电视　　“话语”
（discourse），在西方现代学术研究中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流行语和关键词。
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后马克思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
等西方现代重要理论中，“话语”都是一个核心概念。
相对于传统的局限在修辞角度来理解的语言学说，“话语理论”（Zheories of Discourse）以批判的锋
芒、敏锐的感受、广阔的文化视野、关注实践的品性，从“话语”与“权力”，“话语”与“意识形
态”等的关系中去研究探析话语的本质，具有深刻的哲学意味。
　　　20世纪的“话语”理论原不为电视文化研究而生，但20世纪电视作为一颗电子新星在人类世界
出现并迅速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及其思维的方式，如此深远的影响，自然要引起“话语”理论的高度
注意。
正如布尔迪厄所说，媒体场是一个由权力场、资本场、文化场等多个场域相互交错而成的，如此复杂
集中的关系，无疑是给“话语”理论提供一个绝佳的研究范本。
因此，20世纪下半叶，电视话语研究成为话语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力图揭示出隐藏在电视话语生
产与传播机制下的权力运作机制。
话语理论的注入为电视文化研究开启了新的范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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