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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的同事、好友徐舫州与徐帆合著的这部，在我的期待中即将问世。
这是“二徐”自之后的又一部既具学术分量、又具实操价值的作品，也是他们多年来教学、科研与电
视实践经验的理性思考的结晶。
　　翻阅“十讲”，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就是一种“主体性的凸显”o这一凸显，重点体现于以
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主体性”。
对比当前坊间大量从西方直译、照搬过来，“照猫画虎”的所谓实务著作，本书无疑是总结中国经验
、符合中国国情、提升普遍电视理念的一本脚踏实地的专书。
“十讲”的内容，显然比那些打着“洋招牌”的理念、技巧，更具有现实意义，更符合中国的需求。
在这一点上，我本人也一贯主张“在全球化视野中走本土化路线”，而本书无疑是坚持“本土化路线
”的又一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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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所有的理论、观点以及相关表述没有“掉书袋”，没有繁冗、晦涩的论说，而是来自一线、面对
业界并指导实践的一种解析与总结。
“十讲”的主体就是根据经验性的电视一线活动归纳出来的情境、原则、技巧、问题以及解决方案。
当然，在谈到这些应用性的电视知识时，两位作者也没有完全“从操作到操作”，而是看到了具体媒
介操作的媒体一社会环境以及与之相应的观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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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帆，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曾赴法国巴黎高等记者学院、德国美因茨大学新闻系、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摄影及多媒体影像系、台
湾世新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等学术机构访学与培训。

    曾兼任央视经济频道、央视科教频道、阳光媒体集团等媒体机构的策划、撰稿工作，并曾在浙江台
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挂职任副总监。

    出版专书《电视节目类型学》，参与《电况学》、《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中国名牌
电视栏目解析》等著作的撰稿工作，并有十余篇论文发表于《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中国
广播电视学刊》、《电视研究》、《传媒》等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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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讲　策划不是学：电视策划的脉络与结构　　一、出发点：策划不是学　　千里之行，始于
足下。
出发点，对于做任何事情都很重要。
　　在学术领域，所谓理论出发点，即“元理论”。
这是一种较有深度和超越性的研究路径——它往往是“理论之理论”，一般来说，有两层含义：一层
含义是指元理论的逻辑形式具有超验、思辨色彩；另一层含义是，这种逻辑形式将以批判的态度进行
审视。
　　那么，超验、思辨与批判意识，基本上就是元理论的某种特质所在。
笔者在此并不想深究电视策划之元理论的学术路径，而将开宗明义，直指结论——策划不是学。
　　是的，策划不是学，这是笔者在开篇就要特别强调的。
这其中体现了一种批判，是对各种冠以“策划学”为名“从理论到理论”专书、论文撰写的批判；也
体现了一种变革，是对各种试图归纳策划之定则、框架“形而上”理路的变革；更体现了一种企图，
是本书以一种“流程化”的模式进行电视策划解读的企图。
　　既然策划不是学，那么，关于策划的书到底应该写些什么内容，方能中肯而到位呢？
笔者认为，“归纳经验性观念”与“提出应用性原则”为之要义所在。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之于策划与电视策划的分析，绝没有到达一个学科所要求的严谨规制与理论高度
，但是这并不影响其应有的实践价值与指导意义——毕竟，超越电视业乃至传媒业的视野，从整个现
代企业发展的大局来看，可以说，对一个相对成熟的企业个体而言，策划与生产、研究发展、营销、
财务、人事等这六项功能都是最基本的架构组成。
因而，之于策划与电视策划的思考是有现实应对的，而非纯学理性的“空中楼阁”，它可能是粗浅的
，但一定是踏实的。
　　同时，也正因为策划不是学，关于策划的分析就更加具有开放性，从框架到案例，都需要互联网
“维基”精神所强调的那种“共写”精神与互动提升。
当这个关于策划与电视策划的领域不断被填充之后，关于策划以及电视策划的元理论可能会因应之而
转向系统性的自我证明，到那时，可能也会因应之而出现真正的策划学、电视策划学等等。
　　不过，虽然现在不是成为“学”的时候，但还是有充分的填充与修订空间。
笔者在构思、写作本书的进程中，往往会不断调整其中的某些纲目乃至某些细节点——因为在写作的
进程中，同步丰富起来的策划经验（主要来自自身策划实例，部分来自其他经典案例）使得笔者自身
对于策划的认知也在逐渐变化——这里面可能没有更多的对与错、是与否，而是通过一种“晒”
（shan）想法与经验的历程，与读者共思索策划前的理路，共探讨策划中的问题，共分享策划后的成
果，这些经验式的点滴汇集，也颇符合本书对于电视策划“流程化”的解读模式。
　　最后，依然在元理论的思维范畴中思考：如同元理论分支之一的“科学学”就是“科学的科学”
一样。
与其说本书电视策划部分的内容是“关于电视策划的分析与思考”，不如说就是“关于电视策划的一
种策划”。
因此，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并不停留在某一零散的思考层次上，而是对电视策划这一媒介行为
本身的脉络与模式进行相对系统化、流程化的思考——接下来，这一思考将从“电视策划是什么”开
始。
　　二、电视策划是什么？
　　（一）策划是什么　　要想回答电视策划是什么，先来简单谈谈策划是什么。
　　翻开《现代汉语词典》，“策划”一词的解释是“筹划；谋划”。
本来“策划”是个中性的词，但是1990年代以前，在中国人的词汇学当中，“策划”的含义还隐隐约
约地有些贬义。
好在改革开放的脚步催生了这块沉睡的土地，策划一词出现在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随着传播业、
娱乐业视觉文化的发展，“策划”的含义逐步从一种简单的“计划安排”演变为一门“专业”，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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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现在的一种“行业”。
可以这么说，对策划的强调与凸显，正体现出在一个知识经济、信息社会里，社会对人的主观能动性
的最大程度的重视，也是社会分工的最好体现。
　　策划在电视媒体创作上的天地之阔自不待言，不过，毕竟电视媒体创作只是一种情景与情感的预
设，一种梦境，是一种对于虚拟境界的勾勒。
在电视媒体创作与电视媒体策划越不容易截然区分的年代，我们面对的现实是，社会影响大的电视产
品艺术已经不单纯停留在个人创作的传统科目，而更多的是在广阔的社会——媒体空间中才得以辉煌
地完成。
　　那么，我们既然无法逃脱策划的时代，我们就只好加入并运用策划，在策划中实现社会一媒体目
的，同时也实现我们自己。
　　具体到电视组织的生产流程中，策划是首要阶段。
这里所提到的“首要”，既是就其发生时间而论的，也是就其重要性而论的。
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电视业的不断发展，电视策划的重要性日趋显著。
　　（二）电视策划的发展走向　　从主体形态来看，中国电视业经历了从“制作人为核心”到“制
片人为核心”，再到“策划人为核心”的发展历程。
当然，这一历程，也可以被描述成近三十年前的“技术工程师时代”、十五年前的“电视编导时代”
、十年前的“制片人时代”与如今的“策划人时代”。
的确，从无到有，从零散、随意到制度化，从找策划人到建智库、顾问机构，从强势频道到一般电视
台，现在各级电视机构对于策划工作都相当重视。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电视媒体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不断遇到诸多方面新挑战的今天，
电视策划的对象、内容，也自然而然在不断地更新、升级。
笔者在此将结合一位电视圈内友人、央视资深策划人徐立军的一篇随笔，来具体谈一谈当前电视策划
的若干新走向。
可以说，他对于传统节目规划之外的拓展性思考，把策划的视野升到了传播策略的高度。
　　1.传统模式显“疲态”　　笔者认为，任何来自电视实践层面的理念的提升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正如徐立军所说“在CCTV做频道策划已经有四个年头了，参加了无数个各种各样的节目策划会，跟
着频道领导听过无数次的节目方案汇报、讨论和论证，看到很多节目方案被枪毙、被推翻、被批得七
零八落，感慨于很多制片人、总导演为栏目改版、节目形态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却收效甚微，于是，
在我脑子里慢慢沉淀下来的，就是现在的电视策划最缺少的传播策略策划”。
　　笔者也曾为不少电视频道、栏目、节目策划过方案，也参加了不少电视策划会，关于他所说的种
种事倍功半的情势，也是经常见到并深有感触，而且有些改版策划会更加“把半个城里的文化人都请
了来，挤得多功能厅、咖啡厅、餐厅、休息室，哪儿哪儿全是‘学者’、‘记者’，而且什么人都有
，学中文的、写诗的、学经济的、学哲学的、学生物学的、学植物学的、学考古的；不就是给几个节
目换换模样嘛？
哪里就用得着把这么多相干不相干的文化人都叫来，连吃带喝最后还要发钱，一坐下就是大半天，恨
不得把半个世纪的学问、知识全都摆开了说，真用得着这么麻烦吗？
”　　2.问题意识的强化　　那么，所谓最缺少的“传播策略策划”到底是什么呢？
徐立军解释道：　　“传播策略策划，是指围绕媒体的战略目标，基于媒体资源和媒介环境的梳理分
析，就产品结构、产品群组、产品投放规模与时机做出设计，对品牌补强、资源拓展做出对应性的策
划。
比如频道或栏目改版：为什么改版？
选择什么时机？
改什么不改什么？
A栏目与B栏目是什么关系？
如何建立关联？
栏目类型和比重如何恰当？
又比如特别节目策划：投放的目标是提升收视，还是增进品牌，还是填补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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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形态如何为既定的目标服务？
在这样的一些框架下，再考虑具体的操作问题，具体的节目形态策划，一定要服从于这些框架的需要
，而不是纯粹从传统的电视业务角度出发，就创新论创新，为创新而创新”。
　　在笔者看来，徐立军对于传播策略策划的这段解释，实为说出了当前电视策划的一个新走向，即
：问题意识的强化——策划目的不明晰乃至盲目，策划方案不明确、难以执行，在策划过程中不针对
具体问题，不问“为什么”的状况在逐渐被边缘化、被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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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关于电视策划。
关于电视写作，这本书写了很多，我就不掺平了。
这本书对我而言，是老朋友的谈话，是往昔岁月的重温。
这里的很多语言、很多表达方式，都让我感到熟悉、温暖。
我当然也就借题发挥，在怀旧的同时，表达我对美好的电视的向往。
　　——刘春（凤凰卫视中文台执行合长）　　舫州的深刻洞察与徐帆的敏捷才思珠联璧合，他们联
手推出这本《电视策划与写作十讲》，便有了很多看关。
这本书会对问题颇多、极需回答的中国电视业界、学界带来多方面的启示，尤其对于一线的实践者以
及电视"新鲜人"，将给予相当有价值的、方法论性质的指导与引领。
　　——胡智锋（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代传播》主编、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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