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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视艺术教程》是一部系统论述电视艺术本体的教程类著作。
全书共分为六章：引论：作为艺术的电视、电视剧：最日常化和大众化白勺叙事、音乐亲近电视
：MTV/MV、电视与舞蹈的联姻：电视舞蹈、新的大众视像书写：DV艺术、特殊的大众传播艺术：
电视广告艺术。
每章后均附有若干思考题。
    本书从中外电视艺术的创作实践出发，从实例中总结电视艺术的规律和特征，希图用比较的方法，
特别是在与戏剧、电影的比较中，从哲学、历史学、比较学和艺术学的角度，从本体上探讨电视艺术
的基本特征和艺术规律，提升电视艺术的理论层面，对认识和了解电视艺术，以及对中国电视艺术的
建设和实践，有一定的启迪和理论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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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蓝凡，曾任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上海艺术家》杂志社社长、主编。
现为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教授，上海大学艺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曾担任上海市文学艺术大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奖、上海市群众艺术表演奖、上海文化基金项目评
审等。
 
    撰写和编撰的著作有《中西戏剧比较论》、《高则诚与琵琶记》、《舞蹈论文选》、《中国京剧史
》(上卷主编)、《芭蕾》、《上海民间舞蹈》、《电视艺术通论》、《艺术历史空间的哲学思考》等
，发表论文《汤显祖的戏曲美学思想》、《汤显祖四梦中的佛学禅宗思想》、《吕天成品评戏曲作品
的美学标准》、《安格尔的绘画美学思想论》、《DV艺术论》、《MTV艺术》等数百篇。
近期进行中的科研项目为《人本哲学导论》、《人本艺术学》、《中外艺术比较史》、《公共艺术论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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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引论：作为艺术的电视  一、电视的发明与电视艺术  二、电视艺术概念的两个基本误区  三、
电视作为艺术的再思考  四、电视艺术的基本定义  五、电视艺术的基本身份特征  六、新电视艺术类型
的可能性  七、电视艺术学的框架及回应  八、余论  思考题第二章  电视剧：最日常化和大众化的叙事  
一、电视剧释义  二、电视剧的分类辨析及意义  三、电视剧的构成特征  四、电视剧的基本艺术特征  
五、电视剧结构论  六、电视剧的时空美学  七、电视剧语言的性格特征  八、电视剧的表演性格  九、
戏曲电视剧论  十、电视剧的明天  思考题第三章  音乐亲近电视：MTV/MV  一、概念梳理：电视音乐
与MTV  二、MTV的类型分析  三、MTV中的镜头/蒙太奇语言  四、MTV的审美特质  五、MTV的意境
创造  六、与未来接轨——MTV文化  思考题第四章  电视与舞蹈的联姻：电视舞蹈  一、电视舞蹈的界
定  二、电视舞蹈的形态与类型  三、电视舞蹈的基本语言和语法  四、电视舞蹈的美学特征  五、余论
——电视舞蹈的创作与传播  思考题第五章  新的大众视像书写：DV艺术  一、引子——DV概念的厘定 
二、DV参与者的身份确立与界定  三、DV：影视产业的颠覆文化  四、DV的根基美学  五、有意味的
真实：镜头后的DV影像  六、DV鱼眼：游戏/政治与娱乐/艺术  思考题第六章  特殊的大众传播艺术：
电视广告艺术  一、引子：广告中的艺术  二、电视广告艺术界说  三、电视广告艺术的类型分析  四、
速度/冲击：最具有电视特性的画面  五、从吆喝到故事：万变不离其宗的声音基本特征  六、电视广告
艺术的创意解码  七、广角镜头：电视广告背后的文化  思考题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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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此可见，艺术与文学的最重要区别就是媒介和手段上的区别。
　　文学的表现媒介是语言文字。
虽然文学也运用形象、意象、象征和想象等手段反映和创造客观现实，但文学不具有直接的感性客体
形式，不是用直接可感知的物质材料，如颜料、石头、声音或身体动作等，而仅仅是用语言文字来间
接地表现现实。
语言文字是一种人造的具有一定意义的符号，而这种符号必须通过形象的“转换”和“翻译”过程才
能呈现出来。
所以，与艺术不同，如果说文学的语言文字是一种读者与文学作品内容之间的“抽象”中介物，那么
，艺术的颜料、石头、声音或身体动作等就是一种观众与艺术作品之间的“形象”中介物。
这就是文学形象的间接性、观念性和想象性。
虽然，在历史上，各民族的文学中最初都存在口头（仅为语言）的传说、民间故事、神话、寓言、谜
语、格言、传奇和诗歌等，但在本质上，它必须通过语言／符号的形象“转换”和“翻译”——通过
大脑的理解等理性认识过程，才能生成文学形象，这与文字的功能完全一致。
况且，当人类创造了文字以后，口头的文学作品最终都以文字的形式得以传承。
　　换句话说，艺术所创造的形象都是可观、可听、可触摸的直感（直接感觉）形象①，黑格尔把它
称为“可用感官察觉的”②。
但文学形象却不是直感形象，读者不能从文学作品的语言文字上直接看到或听到艺术形象，所以不能
产生直感性的艺术效果，它需要读者通过理智的观念活动，理解语言文字所包含的意思，通过自身的
想象力和创造力——“转换”和“翻译”，重建艺术形象。
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诗人的想象和一切其他艺术家的创作方式的区别⋯⋯在于诗人必须把他的
意象体现于文字而且用语言传达出去”③。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文学的想象力具有如古印度《爱经》般的无限性，艺术的想象
力却受到自身媒介和手段的制约。
　　虽然，随着人类科技文化的进步，艺术与非艺术的界线变得日趋模糊，但艺术与文学在表现生活
上的这种媒介和手段上的区别，泾渭仍非常分明。
　　我们对电视艺术与电视文学的犹豫，正是建立在这种基本认识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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