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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影视受众的专题研究。
主词“受众”，表明本书是将艺术和传播过程中的接受者、接受过程以及接受效果作为研究对象，旨
在阐明关于影视受众的规律性内涵。
限定词“影视”指明了研究的具体范围和方向。
“影视”所具有的艺术和传播的双重性质，要求对影视受众的研究必须具备艺术学和传播学的双重视
野。
　　本书的主要内容围绕“中国影视受众”，就整体与分体从三个层面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是关于“中国影视受众”研究的综论。
其一就“受众研究的起源与历史”，从“纵向”维度对受众问题进行历史回顾，指出历史上对于受众
所持的教化和娱乐两种态度；并归纳出关于受众议题发生的“三个转向”：美学视域的转向——从作
者到读者，传播学视域的转向——从传者到受者，文化产业视域的转向——从生产者到消费者。
其二就“影视受众研究及其两种范式”，从“横向”维度对影视产业与受众进行论述，辨析了影视受
众和影视产业的特征，以及经验研究与文化批评两种研究方法的异同。
其三就“中国影视受众的审美心理特征”，从审美心理的角度，提出中国影视受众对于道德性内容和
诗化形式的偏爱，从文化传统的角度突出影视受众审美心理的民族特质。
其四就“当代中国影视受众观念的嬗变”，特别分析了“群众论”受众观与“个体论，”受众观的差
异，以关注特定时代社会主流政治观、文化观、价值观衍生出来的相应的受众观。
　　第二部分是关于“中国电影受众”研究的分论。
主要以“纵向”维度，从历经百年沧桑的中国电影历史发展视角，探究在不同历史阶段里中国电影与
它的受众之间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
其一就“中国早期电影与受众”，从19世纪末电影自西方“舶来”进入中国，到20世纪20年代日益扩
大的电影市场，中国电影受众对于电影观赏的实践经验出发，并从中归纳出在观赏心理、审美取向、
生活方式等方面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在中国电影的草创时期，以影片一市场、观众一票房的运作规律
及模式，证明了受众的认可与接受决定着电影艺术的发展空间。
同时，检索此期关于中国电影的理论文字，可以清晰地捕捉到中国电影受众视角之独特阐释：包括
国A m同时期之不同电影观念，如何建立电影观赏与判别标准，以及电影的宗旨、电影的使命、电影
的功效、电影的价值、电影的民族精神等诸多方面内涵。
其二就“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与受众”，从“时代与电影及其受众”、“社会与电影及其受众
”、“艺术与电影及其受众”、“立足于现实与观众的电影理论建设’’四个方面出发，通过相关电
影艺术史实与电影艺术特征，对中国电影第一个高潮期的电影文化与受众之内在关系展开论述。
其三就“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电影与受众”，从美好而又实在的公共影像空间与电影受众、塑造社
会主义时代健康公民与电影受众、阶级斗争“幽默化”处理与电影受众、“国际水准”的电影语言与
电影受众、“民族特质”的精心营造与电影受众等视角，剖析其时代的、社会的、审美的特质。
其四就“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电影与受众”，从改革开放年代中国电影与受众关系素描以及本时期
中国电影与受众关系思辨两方面出发，强调中国电影改革必须以“赢得受众”为中心。
　　第三部分是关于“中国电视受众研究”的分论。
主要以“横向”维度，从“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获得迅猛发展的中国电视之不同视域，探究在各个
层面里中国电视与它的受众之间不可或缺的独特关系。
其一就“社会学视野中的中国电视受众”，从当代社会阶层变迁对电视传媒的影响、当代社会阶层与
电视传播社会影响力分析、当代社会阶层与电视文化价值取向等方面，剖析电视的制码一解码分解流
程，以及电视传播价值取向之起点与落点中的两个关键要素——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密切关系。
其二就“审美学视野中的中国电视受众”，从当前我国电视受众的生存环境、电视受众的接受状态、
电视受众对文本的接受分析、电视受众与电视文本的互动关系等方面，探讨引入接受美学对于中国电
视受众研究的重要意义及价值。
其三就“文化学视野中的中国电视受众”，从电视受众的文化心理动因、电视受众文化心理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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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受众文化心理的互动机制等方面，着重探究在电视文化的创造与传播过程中，接受者（电视观
众）的地位、价值、特征及特殊文化心理；论述电视文化的成就应该建立在电视文化创造者、创造手
段、创造成果、电视文化接受者之间的合一、统一与默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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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正是这种真诚心态和切身的生活体验，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和保障，创作出中国当代
艺术史上一批经得起时间考验、获得了动人的和久远生命力的“红色经典”之作。
就艺术创作规律而言，真诚的心态，是艺术创作成功的重要条件。
从美学形态看，这种真诚心态表现为对崇高情感的深刻体验，它是艺术家发自内心的、由衷的诚挚情
感：革命成功后的喜悦、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对信仰和理想的忠诚与执著、献身伟大事业的豪迈
与坚毅⋯⋯一切都发自自然，摒弃了矫饰和虚伪，不需要所谓的艺术体验和虚构假想，因为这一切都
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
这种情感激流，成为艺术家创作的强大内驱力，使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充溢着十足的阳刚之气，而时
处对于新中国全新景象亢奋激情之中的亿万观众，亦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当时的中国电影。
　　自然，在这里也应该指出，这一时期的电影美学处于一种混融状态，并不完全，或者说并不主要
是艺术自觉的结果，政治教化目的和意识形态功能起着最终的、决定性的作用。
艺术工作者需要将自己的激情和才能，与电影的服务责任相协调、相依附，否则就会因为不能适应政
治的要求而招致批评、批判，甚至过早地被迫结束自己的艺术生命。
著名导演成荫总结出两句名言：“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表现出他在艺术创作时诚惶诚恐
、如履薄冰的无奈心理。
这也是当时一种普遍性的创作心态。
　　电影工作者在政治使命和艺术表现间徘徊、寻觅，努力将自我的审美冲动，融入国家意识形态的
整体建构中，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既实现个体的审美价值，又符合艺术的政治功用。
虽然其间充满艰辛坎坷，但依然摸索出一套中国式的、充满政治激情的电影语言系统：将政治赋予浓
郁的诗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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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影视受众论》是关于影视受众的专题研究。
主词“受众”，表明《影视受众论》是将艺术和传播过程中的接受者、接受过程以及接受效果作为研
究对象，旨在阐明关于影视受众的规律性内涵。
限定词“影视”指明了研究的具体范围和方向。
“影视”所具有的艺术和传播的双重性质，要求对影视受众的研究必须具备艺术学和传播学的双重视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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