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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编辑推荐：文艺学与美学丛书·第三辑。
 本书集结了国内当前电视研究领域内二十余位一流专家、学者有代表性的文章，体现了当前中国影视
文化研究的最前沿成果。
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视角，对“转型期”中国影视文化为代表的大众审美文化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
梳理和整合，其立意高远，视野开阔。
对于关注中国影视文化的读者来说是一部具有典藏价值的前沿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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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智锋，1956年生，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广播学院教授，《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副
主编，中国高等院校电影电视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个人专著有：《电视美的探寻》、《中国电视观念论》、《影视文化论稿》、《电视美学大纲》
等。
参与过《中国应用电视学》、《电视艺术美学》、《中国电视论纲》、《中国电视文学》等著作的著
述。
主编过《当代电影理论文选》、《全球化与中国影视的命运》等书。
发表各类学术论文一百二十余篇。
其成果多次获省部级以上奖项。
曾赴美国以及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讲学和学术考察。
担任“五个一工程”大奖等多项全国性评奖的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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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影视文化前沿（上）中国电视文化理论的嬗变和趋向在审美与娱乐之间当代社会阶层变迁与电视传播
价值取向电视批评：电视审美的反应中国电视，彷徨在2002电视传播的人文精神意义、生产、消费－
－中国电视剧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艺术事业、文化产业与大众文化的混沌和迷失－－略中国电视剧
的社会角色和文化策略并与尹　鸿先生商榷举世瞩目　轰动效应主旋律电视剧审美化刍议影视剧音乐
的文化价值取向多元共生的纪录时空－－90年代中国纪录片的文化形态与美学物质中国纪录片跨世纪
三大演变影视文化前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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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在对影视“娱乐”功能的认识上，获得了巨大进步。
一方面,人们认识到娱乐本是人的游戏本能的自然显现，影视创作“娱乐化”浪潮的兴起，实际上是对
过去许多年来我们受极“左”思想的干扰，而对影视文化本身应当有的这种功能过于忽略的一种“拨
乱反正”；另一方面，人们也认识到“娱乐化”并不是影视文化惟一的功能，　“娱乐化”受民族文
化传统、社会历史发展、社会生活现状、人们接受心理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娱乐”应当满足，
更应当“契合”上述诸种条件限定下人们的需要。
之所以有些影视“娱乐片”遭受失败，有些受到严厉批评，有些走了创作的弯路，都与未能辩证地理
解和贯彻这种认识有关。
而那些成功的乃至成为一个时期经典之作的影视“娱乐片”，则无一不是在正确把握了影视“娱乐化
”功能的辩证关系基础上受到欢迎的。
　　第二，在探索中国特色的影视“娱乐片”生产创作模式上，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
这条道路的探索也是一个由表及里、由外到内、由浅入深的过程。
“娱乐化”第一个高峰时期，“娱乐片”首先从语言层面开始突破，那幽默风趣、别致生动、具有“
传奇”色彩的“王朔式”语言风格，即人们熟悉并称之为北京式“调侃”的语言风格，一时间风靡全
国上下，堪称新时代“新生”语言的一个缩影。
“娱乐化”第二个高峰时期，“娱乐片”开始转向故事情节“风格化”的探索。
单一的人物语言“调侃”向着整体、故事情节的“调侃”风格拓进。
以一个或几个人物生动的性格为基础，进行整体故事情节的“编纂”，“娱乐片”此时的结构水平大
大提高。
“娱乐化”第三个高峰时期，“娱乐片”则更以社会生活的热点、焦点问题、话题为由头，进行全方
位深入的策划、构思、创作。
从欧美现代影视剧创作生产模式中借鉴有价值的成分进行改造。
如剧本策划机制、创作流水线机制(从策划到编剧、导演及后期编辑、制作的一条龙)、市场推广机制(
创作拍摄前“卖点”的选择、创作过程中形象的塑造，及后期影视开发诸环节的宣传推广等)，这些机
制的形成既有外来借鉴成分，也融进了中国特色管理运行方式的许多因素。
同时，此时“娱乐片”成熟的重要原因，是找到了与社会现实生活，与人们普通的心理需要、生活需
要相契合的“点”——即当下社会生活的热点、焦点问题与话题，这使得“娱乐片”创作在现代影视
生产机制及具有强烈日寸代精神的内容的结合中，取得较高成就，并在观众中确立了其不可替代的形
象、地位。
　　第三，在对观众的态度、与观众的关系上，走过了一条逐渐摆正自己位置的道路。
“娱乐化”浪潮第一个高峰时期，许多“娱乐片”实际上采取了“贱己也贱人”的策略，在反传统、
反主流和反文化的旗帜标榜下，貌似调侃自我，实则也居高临下地调侃了观众，加之当时观众对这种
类型影视作品的不习惯、不理解、不接受，所以没有获得持久生命力。
“娱乐化”浪潮第二个高峰时期。
不少“娱乐片”开始纠正这种不好的创作倾向，转向“贱己不贱人”的策略，“娱乐片”中既有自我
调侃，也有人与人之间富于善意、真诚的交流，创作者开始寻求与观众平等交流的途径和方式。
“娱乐化”浪潮第三个高峰时期，“娱乐片”创作整体上转向“尊己尊人”的策略。
在不损伤自我完整人格形象、不损伤作品完整的生活内涵和思想内涵基础上，调动各种手段，让观众
充分参与。
于是，创作者开始将自己置于为观众制造具有“娱乐”功能影视产品的职业劳动者位置，将观众置于
“衣食父母”或“上帝”的位置，观众的参与程度、参与水平和对“娱乐片”创作巨大的反作用、反
影响、反制约日渐显著，在这一过程中，　“娱乐片”创作者和接受者的心态也日渐正常，　日渐成
熟，　日渐步入良性循环的状态。
　　二　纪实主义　　长期以来，主宰中国影视文化的影视创作手法、影视思维方法，是苏联电影“
蒙太奇”学派，这与当时我们国家的社会历史情况紧密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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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影视打开了它关闭已久的大门。
我们看到厂几十年间，世界影视已是这般婀娜多姿，丰富绚烂!打开大门，我们才知道，中国影视的创
作手法、思维方法及叙述方法是如此单一贫乏，于是，一个响亮的口号被提了出来——“电影语言要
现代化”!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一个曾在西方电影界产生过深远影响的电影学说——“纪实”理论被
引入中国，　巴赞、克拉考尔很快成为影视业内人士竞相传诵、标榜的名字，他们的理论观点迅速蔓
延，在这蔓延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现实状况、观众需求与影视业的可能性相结合，形成了旷日持久的
“纪实主义”浪潮。
　　“纪实主义”电影理论的核心是“再现物质现实”、“还原物质现实”，具体说来，不间断地层
示生活过程的流动(长镜头)，尽可能实现的非职业表演效果，尽可能采用的生活实景、自然光等，都
是“纪实主义”最具代表性的一些创作手法和表现手段。
“纪实主义”的这些观点、方法进入我国后，首先在80年代“繁荣期”引出了一批优秀“纪实主义”
影片的创作成功，如《沙鸥》、《邻居》等。
还有一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创作时也融入了“纪实性”　　的因素，如在《南昌起义》、《西
安事变》、《血战台儿庄》等影片中，创作者自觉追求“纪实性”与“文献性”的结合，在重大革命
历史题材片创作上取得了新的突破。
　　但“繁荣期”的电影创作也只是出现了“纪实性”的因素，　由于此时人们对“纪实”语言的运
用还比较生涩，传统电影思维方式、叙述方式和表现方式的“戏剧性”、“文学性”等因素还相当有
力地渗透在电影创作的各个环节中，加上此时人们还不太习惯这种不像“戏”的“纪实性”风格表现
，电影创作的主导思路还是如何提炼影片的思想内涵特别是政治思想内涵，所以作为一种电影艺术思
维、电影艺术表现的理论学说和创作方法，“纪实主义”从整体上看还处于较为幼稚的摸索阶段。
　　而就在电影的“纪实主义”缓缓进入中国电影主流，并开始提高其影响力的时候，电影业“娱乐
片”异军突起，使“纪实主义”在电影中的探索之路受到冲击。
但作为一种探索，“纪实主义”并未在电影创作上止步，只是没有成为最强劲的潮流。
　　令人惊诧的是，一直不被人太看重的电视，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积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如
火如荼之势成为中国大众传播媒介中最具号召力和影响力的传播媒体。
而使其品格大增的恰恰是以“纪实主义”相标榜的一批电视纪录片的推出。
　　电视的“纪实”，一方面受电影“纪实主义”理论影响，一方面也有其自身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及电视自身建设的原因。
与电影“纪实主义”在理论观点上相似，电视的“纪实”，也同样追求不间断地记录生活自然展开的
流程(长镜头)，同样反对过分的主体干预。
不同的是，电视的“纪实”首先强调“跟踪拍摄”非虚构生活，这样“同期声”的记录便显得格外重
要。
如电视纪录片《藏北人家》、《远在北京的家》、《十五岁的初中生》、《德兴坊》、《老年婚姻咨
询所见闻》、《龙脊》、《深山船家》、《回家》、《壁画后面的故事》等，到《东方时空。
生活空间》的出现和成熟，将电视“纪实”推向了一个高潮。
　　如果说“纪实主义”的理论首先催生了“繁荣期”的中国电影，那么当这理论蔓延到中国电视创
作领域的时候，则结合了中国电视的特殊背景和其自身状况，又结出了电视“纪实”的硕果。
而电视的“纪实”不仅对电视传媒自身意义重大，而且反过来又极大地推动了包括电影、报刊、杂志
、广播、戏剧等传媒领域，如许多报刊杂志纷纷刊出的“××纪实”、“××纪实写真”等重头文稿
；如广播的“热线电话”；如电影更进一步的非职业化表演、实景拍摄等。
　　应当看到，电视的“纪实”是对过去多年来“主题先行”、“主观判断生活”，乃至“粉饰现实
”的创作方法的一种反动、一种“拨乱反正”。
人们有权利看到真正的现实生活图景，有权利分享被拍摄对象的真情实感，有权利在此基础上作出自
己的价值判断。
人们已厌倦了那种居高临下的、充斥着教训、不符合现实生活逻辑和情感逻辑的电视节目。
这是电视“纪实”浪潮涌动的重要社会原因。
　　90年代中后期，“纪实主义”在中国影视创作中经由一段时间的积累，已日渐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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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速发展着的中国社会，也越来越能够给予“纪实主义”创作以取之不尽的灵感和生活素材，观众也
越来越习惯、熟悉这样的思维方法、叙述方法和表现方法，于是过于封闭化、戏剧化、典型化的传统
创作方式已不再成为主流。
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　“纪实主义”影视创作趋于成熟，出现了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有
话好好说》，黄健中的《过年》，吴子牛的《南　　京大屠杀》，青年电影厂的《离开雷锋的日子》
，宁嬴的《找乐》，《民警故事》，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丁荫楠的《周恩来》，“八一”厂
的《大决战》、《大转折》等一大批具有强烈“纪实”风格的优秀影片，　出现了《渴望)、　《编辑
部的故事》、《我爱我家》、《临时家庭》、《过把瘾》、《北人在纽约》、《新72家房客》等一大
批具有强烈“纪实”风格的电视剧佳作，以及一大批在“纪实”推向了一个高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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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以影视文化为主体内容的大众审美文化在中国社会文化格局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是在
全球化的背景中，在多元化的话语形态中，“转型期”且跨入“后WTO时代”的中国影视文化要坚持
什么样的审美取向，要确立什么样的价值立场，或者说在当下的实践中，倡导了什么样的审美取向，
确立了什么样的价值立场，并用何种话语方式进行表达，阐发什么样的理论观点与见解，都是业界、
学界乃至社会所关注的。
为此，我们拟将近几年最具代表性的影视文化学者和他们在这一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成果加以梳理，力
求通过这些研究成果，在宏观上观照出“转型期”中国影视文化和大众审美文化在审美取向和价值立
场上的变迁，在中国社会文化多元话语状态下的冲突与共谋、对话与交流，在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
的背景下新的道路选择与新的发展际遇。
这是本书成书的主要动因。
　　本书分上、下两册，共包括五个部分，上册由影视文化研究和电影文化研究两个部分构成，　下
册则由电视文化研究、电视剧研究和纪录片研究三个部分构成。
本书的作者来自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一流的专业影视高等教育院校和综合性大学，来自于中国文
联、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等国内一流的研究机构和制作机构。
收入的这些研究成果有的已经发表，并获得了广泛的反响；有的是在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新
问题、新现象、新发展、新实践修改而成的；还有的则是刚刚结稿的佳作。
这些研究成果形式多样，大部分为长篇论文，也有专家访谈，还有序言、报告等。
　　在影视文化综合研究方面，　黄会林教授的《中国影视美学建设刍议》是为“中国影视美学丛书
”作的总序，　文中提出了建设影视艺术的“中国学派”的重要性，　并对中国影视美学建设提出了
积极的建议与思考。
仲呈祥教授与周月亮教授的对话是两人在2002年《中国电视》连载的“银屏对话录”的部分节选，文
中主要针对影视艺术的批评标准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对观赏性标准问题展开了批判与
探讨。
胡智锋教授总结了“转型期”中国影视文化建设的四个浪潮：娱乐化、纪实主义、新英雄主义、平民
化，全面梳理了中国影视在传播理念、价值取向上的新现象与新趋势。
彭吉象教授则将中华民族影视艺术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下，论述了影视的国际化传播、民族文化的国际
化生存、传统文化的民族语言表达等重大命题。
孟建教授则对影视文化为主导的视觉文化进行了全面而详尽的阐释，　并对视觉文化作为一种新文化
形态的学科背景、社会动因和传播理念、传播机制进行了理论构建。
宋家玲教授重点论述了影视审美心理的特征与“转型期”影视审美心理的变化。
陈旭光副教授则对处于持续的变动和转型之中的审美文化走向、艺术家主体精神、价值观念、文学艺
术的话语方式和存在方式与表征作了全面的梳理。
　　在电影文化方面，周星教授从创造性想像和和人性情感的角度，对“转型期”的中国电影艺术文
化现象作出了全面分析，得出了耳目一新的结论。
黄式宪教授的文章紧扣电影事业(产业)发展有脉搏，将全球化潮流与中国本土电影的文化取向问题置
于“后WTO时期”的时代背景中，对中国电影生存境遇及其前景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思考，其中向市
场转型、与资本结盟的结论为中国电影的研究提供了新鲜的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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