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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是为祖国的高等教育工作了近50年。
在这半个世纪中，我教过“纪录片研究”、“电视写作”、“电视采访”等课程，但是，教得最长的
课程却是“电视编辑”。
1979年以前，这门课是为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的摄影专业讲授的，属于配合主课的技能课。
学生拍摄了素材后，总需要编辑完成片子，才能观摩、讲评、获得成绩。
1979年之后，广院成立了电视编导专业，“电视编辑”就成为主课了。
记得最初这门课的总学时是600学时。
不但包含了采访、写作、画面剪辑、音乐音响等内容，还有大量的作业课、实验课。
教师就是我一个，亏得那时是隔年招生，否则真招架不过来。
我只是教了79级一届，到8l级，系里就把这门马拉松课分成了4门课程。
我只教“影视画面编辑”，一学期80学时。
到了90年代，电视系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师资和设备都不够用了，于是，电视系每门专业课都定位
为36学时，只占半个学期（9周）就结业。
但是，36学时只是课堂讲授，作业时间另有实验教师负责指导。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专业课教师都很年轻，但是讲课都很好，不断有名师出来。
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学时安排得短而精，各种不同的学制、专业都要你挨着个儿去讲授，有时一年
里最多的会讲8次。
你讲了5年，还不驾轻就熟吗？
但是，讲课要做到少而精，就必须把教材提炼到十分精粹的地步。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从当初的600学时，压缩到今天的36学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提炼、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的过程。
作为电视系第一代教师，我曾经长期在中央电视台担任电视编辑，独立编导过30余部纪录片；另外，
替别人拍摄的片子做后期编辑则更数不清了。
我当初在央视编辑对外交流的电视片，片源是国内各个部门的现成播出片，只要认为是适合对国外的
，拿来改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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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视编辑理念与技巧》讲解了对于“编辑”这个职务的内涵，对于编辑的职能范围，在国际、
国内都有着不同的理解。
在有些国家里，编辑的工作仅限于文字范围，也就是只管写解说词或创作文学剧本的工作。
编辑工作在英、美等国叫“EDlTING”，是指影片或录像带的剪辑，而不包括其他工作。
我国的电视编辑，实际上就是集编、导于一身的，他们工作的对象小到一个完整电视节目的编辑，大
到一个专栏、一个专业频道，甚至全台的节目的编、制，编排。
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却被称为“制作人”（PRODU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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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转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次年毕业。
现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教授、研究生导师，《电视艺术》杂志副主编。

　　曾任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常务珲事
及学术教育工委主任，第3、4、5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评委，第7、8届电视剧“飞天奖”评委，
历届电视海外交流电视节目政府奖评委，历届主持人“金话筒奖”评委，四川、上海、广州等地国际
电视节、纪录片节国际评委，美国芝加哥“风城”国际纪录片节、第16届布拉迪斯拉发“金匣奖”纪
录片节国际评委。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2002年被评为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和北京市德艺双馨老电视艺术家。

　　1960～1980年曾参加中央电视台纪录片编导工作，共创作纪录片35部（集），代表作有《大连漫
游》、《咱们的五个孩子》、《丝绸之路》以及为美国WOSU编导的《中国人眼里的美国》。
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电视编导基础》、《屏幕前的探索》、《海外名家谈电视》、《电视纪
录片新论》、《世界纪录片史略》、《电视主持人初论》、《电视编辑学》、《影像里的历史一世界
纪录片精品档案》、《纪录片的理念与方法》等2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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