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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影、电视均属于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文化的艺术载体。
但是，作为一种文化产业抑或意识形态的工具，它们都离不开受众的支持与拥戴，没有受众，也就没
有电影、电视业。
事实上，本书所说的影视受众，特指“能看 ”和“想看”电影、电视的人，即除了受智力水平、理解
能力、身体状况、经济条件等限制的那些人之外，凡是有身体、智力、经济条件能够看电影、电视的
人，这些人也称为“潜在受众”或“可能受众”，他们在人口结构中的比例比较固定，且在相当长的
时期内是一个常数。
就影视产业发展与市场开拓而言，潜在受众群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和经济资源，开发利用这个资源的程
度，决定着影视业的兴衰与发展的道路。
    本书针对影视受众的多样性、复杂性，提出了影视受众研究跨学科构成和方法，尝试着从经济学、
心理学、影视学和传播学多学科视角来研究与分析影视受众的需求与消费，探讨了网络新技术条件下
受众观影的特点和意义。
    本书可供影视艺术、广播电视艺术以及中文专业的学生和专业人士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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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电影受众与电视受众电影和电视是20世纪人类重要的两项发明与创造，并且在人们日常生活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在既有的关于影视学科的研究中，经常是影视不分，而且，学界的有关书籍或论文，也大都冠以“
影视”二字，诸如“影视艺术概论”、“影视美学”、“影视文化学”、“影视人类学”等等。
它们将影视并重，注重两者的同一性，实际上却是忽略r它们的差异性。
况且以电影带电视也存在着认知上的偏差，特别是许多研究者有关电影或电视某一领域的知识背景，
经常会以对电影或电视的认识来彼此替代。
当然，电影与电视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其原理上也有许多相通之处，且对电视的研究，还需借助于
电影已有的研究成果，但这并不排除两者的差异性。
如果过分地强调其同一性而忽略其差异性，势必影响人们对电视自身规律的认识。
实际上，运用电影的理论与方法来分析与研究电视，或许可能只有电影而没有电视，电视就会被不断
挤压。
因此，影视受众研究既要注意到电影与电视受众的相似之处，也需要考虑彼此的差异性。
第一节 电影与电视受众同一性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指出：“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
。
声音和影像，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帅了观念。
’毫无疑问，影像的产生，是人类文化从语言文字和印刷术产生以来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尤
其是，电影、电视和网络都是集文字、声音和影像于一体的媒体，主要用于提供娱乐和信息，都沿用
叙述性传播方式。
一般来说，人类对于周围信息的接收有80％以上来自于视觉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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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影视受众学》可供影视艺术、广播电视艺术以及中文专业的学生和专业人士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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