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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伴随着跨入新世纪的步伐，中国传媒业也进入了剧烈的变革期。
媒体集团、资本运作、产业化、新媒体⋯⋯这些词汇不断地进入传媒操作和传媒研究的视野。
而首当其冲的中国电视更显得生机勃勃和伤痕累累，其生机勃勃表现在电视不断地被品牌化、频道专
业化、经营模式、媒介产品等新生概念裹挟着去寻求创新；其伤痕累累则表现在白热化的竞争、收视
率的压力、盈利指标等将电视逼入了寻求生存的茫然境地。
　　作者将电视研究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前沿研究，它着眼于变革时期的中国电视，对其间出现的新
的电视现象、电视形态以及新问题和新趋势进行理论的探讨，这是一种功能性的研究，具有探索性和
不稳定性。
二是实用理论研究，它侧重于电视作为一种媒介本身所具有的特征、规律和操作规则等的研究，这是
一种本体论的研究，它具有相对的实用性和稳定性。
三是基础理论研究，它侧重于从一个宏观的哲学视角来对电视的传播属性和功能作研究，这是一种学
理性的研究，通常具有形而上的意味。
对于电视研究而言，打破这些层次之间的界限，使前沿研究有基础理论的指引，又使基础理论研究有
更多的实用性，一直是电视研究与教学在不断尝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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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舫州，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电视文化研究所所长。

　　多年来一直从事电视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先后开设了“电视文化学”、“电视解说词写作”、“电视写作研究”、“电视节目策划”等课程。
长期从事我国各级电视台的节目策划工作，参与创作了大量电视节目，担任许多电视专题片解说词的
撰稿工作，参与创作和策划过许多大型电视节目和著名电视栏目，是我国著名的电视节目策划人。
出版过《文学与电视》等著作并发表数百篇专业学术论文，是《中国应用电视学》、《电视广告的创
作与制作》等著作的撰稿人之一。
获得过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论文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等奖项。
是中国电视经济节目、中国电视法制节目、中国电视体育节目的评委，并担任过中国电视“金鹰奖”
的评委。

　　本书是作者多年实践与研究的成果，既有深入的理论探讨，又具有适合操作的实践指导价值。
见解新颖，文风活泼，是电视节目创作实践活动中迫切需要的一部理论专著及专业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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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电视解说词概说　　1．电视解说词的解释与界定　　2．解说词发展的历史沿革　二、电
视解说词的地位与作用　　1．研究认识上的分歧　　2．在电视语言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一章 电视解说
词的应用范围和相关准备　一、电视解说词的应用范围　　1．电视解说词的广泛运用　　2．电视解
说词的应用重点　　3．学习过程中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4．解说词创作的学习重点　二、相关知识
的必要准备　　1．相应的文字基础和写作功力　　2．了解电视制作的基本过程和操作程序　　3．掌
握电视的发展脉络和潮流动向　　4．在创作实践中积累融会广泛的知识　　5．始终保持新闻敏感和
创新意识第二章 电视语言的合理运用　一、电视语言的结构特点　　1．单一手段自身表现力的限制
　　2．电视语言整体结构对手段使用的制约　　3．编导个人创作个性的制约　　4．制作经费和技术
条件等客观因素的制约　二、电视语言的综合优势　　1．电视语言的主要优势所在　　2．电视语言
构成的基本规则　三、语言环境的影响与营造　　1．语言使用的社会与文化环境　　2．外部语言环
境构成的立体交叉式影响　　3．内部语言环境构成的库存选择关系第三章 电视解说的语言特点　一
、类概念与感性实体　　1．两种符号形式的联系与异同　　2．不同符号感受形象的方式　　3．特殊
语言形态的电视解说　二、语言符号的物质形态与概念意义　　1．文字符号“能指”与“所指”的
关系　　2．画面符号外在形态与内涵意义的关系　　3．画面形象的象征与隐喻第四章 电视解说词的
合理位置　一、电视画面的局限　　1．历史上发生的事件难以完整再现　　2．画面无法预测和展望
未来　　3．难以直接揭示复杂的人物内心世界　　4．对不具备形象性的问题难以表达　　5．画面具
有的“多释性”特点　　6．无法全部回答新闻记录的基本要素　二、电视解说的非独立性　　1．怎
样理解电视解说的非独立性　　2．具体创作中应该注意的问题第五章 电视解说的功能与作用　一、
电视解说的主要功能　　1．弥补画面不足，完善电视形象报道　　2．整合画面信息，创造明确的指
示关系　　3．挖掘画面内涵，丰富提升画面的表现力　　4．调动观众的想象和联想　　5．连接画面
，顺利过渡转场　　6．直接抒发感情，阐述道理　二、电视解说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1．“电视时
代”保持理性思考的重要途径　　2．解说存在的社会学意义第六章 特殊类型的电视节日对解说的要
求第七章 电视解说的刨意与构思第八章 电视解说词的形式特点第九章 电视解说的艺术追求第十章 电
视解说的理论思考和发展前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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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此，我们说文字语言是观念性的，而画面语言是物质性的；词汇表现的是抽象的概念，镜头反映的
是具体的感觉。
那么，这两种语言系统和电视解说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
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2．不同符号感受形象的方式　我们先来看一下人们感受形象的方式。
　文字语言之所以能够唤起读者的形象感，主要是利用语言的中介，通过读者的主动想象，即“再造
想象”的活动，来调动脑海中的表象记忆，才能间接获得形象感受。
文字语言有一种“可内视性”，人们看到或听到一个符号，就会在脑海中浮现出相应的形象。
人的大脑分为左右两半球，一边输入符号记忆，一边输入形象记忆，在认识事物的时候协调运动。
比如我们看到“粉笔”或“黑板擦”这样的字样，即使眼前没有这两样东西，也会在脑海中迅速浮现
它们的形象。
这个过程说起来简单，但文字语言这种中介能力的实现，要顺利唤起人们的再造想象，必须具备以下
两个起码的条件：第一，必须认识字。
对于文盲来说，一个文字符号不过是一些线条，没有任何形象感。
一大片密密麻麻的印刷符号，就是一大片线条而已。
对于不懂外语的人，文字符号同样无法唤起相应的形象感。
“粉笔”可以唤起懂得汉语的人的形象记忆，在英国人眼里，可能只是点横撇竖捺的线条。
他们只对“chalk”有这样的感受，而普通中国人就未必了。
第二，必须具备相应的生活经验和实际感受。
如果缺乏必要的经验感受，即便你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学识极其渊博，也难以凭空臆想出一种相应
的形象来。
孔夫子识字再多，面对“彩电”、“冰箱”、“互联网”这样的字眼，也会瞠目结舌，不知所云为何
物。
当代的文学博士，看到“火星人”的字样，尽管认识，却无法再造其形象。
而画面语言则没有这种符号与形象的分离。
画面语言把形象直接诉诸人们的视觉器官，符号本身就是形象的直接显现，不需要借助中介的转换过
程，遵循了人们正常的感知规律。
符号与被表明的事物是同一存在，在视觉感受上是合二为一的复制品。
画面符号传达的信息是可以直接感知的信息，观众接触的画面语言是一种直接的形象体验。
画面上的日月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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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视解说:安排与处理》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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