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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的电视事业（也是中国的电视事业）诞生于！
958年。
与世界相比，起步较晚，但在党和国家的重视下，发展迅速。
经过50多年的发展，目前，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电视台、最多的电视频道、最多的电视节目、最多
的电视机和最多的电视观众，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电视超级大国”。
北京则是全国电视业最发达、最具影响力的地区。
    生活在电视时代的北京人，通过荧屏目睹了中国女排的多次夺冠，见证了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心情
也随着抗震救灾、抗击“非典”、圆梦飞天、喜迎奥运而起伏律动，真正体会到祖国的繁荣、民族的
兴旺、人民的幸福；感悟到首都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城市的脉搏、百姓的欢乐。
    半个世纪以来，北京地区的电视机构从原来！
家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发展为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和！
4家区县广播电视中心，共！
7家电视制播单位，以及！
050家影视制作公司；从！
个电视频道发展到近50个频道播出（不包括对外频道和国内外在京落地频道）；电视栏目从无到有，
发展到近800个电视栏目；电视覆盖从原来的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最初发射范围只有25公里
，发展到北京地区实现了村村通、户户通，人口覆盖率达99.99%，同时，通过卫星覆盖全国各省、市
、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以及世界五大洲的大部分地区；电视节目播出也从最初的每天播出两三
个小时，发展到每天播出大约727.7小时。
    作为北京电视发展的见证，北京电视台历经30多年的发展，经历了建台后8年的艰苦创业、租房办公
的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
4号“小西天”阶段；！
988年搬人海淀区皂君庙甲2号“北京电视台教育台”的过渡性台址；！
992年搬人海淀区西三环北路3号的北京电视台苏州街台址；2008年底又搬入朝阳区建国路甲98号的北
京电视中心新台址，历经3次搬迁，已从建台初的不足50人，一个黑白电视频道，每天播出三四小时节
目，发射覆盖半径！
0公里的全国成立较晚、条件较差的省级电视台，发展为拥有聘任职工5000多人，运用数字高标清技术
开办！
4个频道节目（包括2个卫星频道、！
个国际频道、2个付费频道，电视国内覆盖人口达8亿以上），办有！
47个电视栏目，每天播出260小时，以新闻、文艺、科教、财经、体育、青少、生活、动画、电视剧等
电视节目制播为主业，兼营广告营销、动画片生产、电视剧制作营销、电视节目营销、旅游开发、电
视购物、手机电视、网络电视等业务的国内最具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电视媒体之一。
    新世纪中，电视开始吸收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的优点，并与之相互渗透、相互融合。
数字电视、移动电视、城市楼宇和户外大屏幕电视、手机电视、3D立体电视、网络电视、智能电视等
新媒体应运而生，电视发展加快了脚步，向着高清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未来的电视将会在吸收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的特点、搭载操作系统和电脑软硬件后，从传统的单向传
播，实现互动传播；不但可以看，而且可以用，即在收看更多高质量的电视节目的同时，通过手中的
键盘，同时进行网络互动、网络查询、网络通讯、网络视频、网上购物、网上缴费、网络游戏等活动
。
手机和电脑也可即时收看或点播电视节目，从事网络活动。
    今天，北京人不但可以看到本地电视台播放的电视节目，还可以收看到上百套国内卫星和有线网络
传送的电视节目，以及海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电视节目。
此外，北京还有上千家电视制作公司制作经营电视节目。
雄厚的实力，使北京成为全国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电视节目制作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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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北京社会生活史话丛书：当代北京电视史话》的目的是记录和宣传北京在新中国成立后，
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变化、发展和进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绩；以
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当代北京史的研究成果，帮助大家了解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同时，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向世人
展示当代北京的成就和风貌。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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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晓爱，曾任北京电视台台长、总编辑，现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广播电视学会会
长。
导演过几十台文艺晚会、十几部专题片，多次获国家和北京市各种奖项。
1998年获得“韬奋新闻奖”。
曾在2008奥运会开闭幕式部担任特聘专家。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杨秾，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影视艺术与技术专业研究生毕业，文学硕士，北京电视台高级编辑，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
曾任中国视协纪录片协会理事、中国高等院校电视艺术委员会理事、中国高等影视教育研究会理事、
北京网络媒体协会常务理事等社会职务。
拍摄大量电视作品并获奖，发表论文二十余篇，编著《今日京华》电视书籍两部。

　　季求时，北京电视台首任总工程师，参加领导北京电视台的筹建工作。
1983年组织研发了中国第一台电视字幕机，并在全国五十多家电视台、电教部门推广使用。
1984年荣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华北地区计算机应用一等奖等，被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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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电视走入北京人的生活，
1958年，中国电视首播时，全北京只有50多台电视机，覆盖半径25公里。
那时，绝大多数北京市民家中没有电视机，电视的技术设备也很落后，每晚不但播出时间短，而且内
容主要以转播电影和戏剧为主，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称电视是“微缩影剧院”。

一、中国电视事业始创于1958年
二、中国第一台电视机诞生命名“北京牌”
三、1958年5月1日新中国电视“第一播”
四、早期电视节目简单且多脱胎于电影
五、第一代电视播音员——沈力、赵忠祥、吕大渝
六、电视机对大多北京人来说是稀罕物
七、寻求突破——制作第一部直播电视剧
第二章 “文革”中电视屏幕上浓厚的政治色彩
“文革”中，浓厚的政治色彩占据了电视屏幕。
电视上能供播放的国外资讯少之又少，而国内新闻由于传输手段的落后，多采用火车和飞机传送，待
到电视台播出时，新闻已经成为“旧闻”了。
事实上，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电视对大多数北京的老百姓来说仍属于稀罕物。

一、“文革”开始，电视台疲于应付运动节目受干扰
二、20世纪70年代初，电视节目开始复苏
三、中国实现彩色电视播出
四、全国电视联网与卫星传送节目
第三章 电视崛起的年代，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物质生活在经历了由匮乏到丰富的同时，人们对精神层面的追求也变得如饥似渴
，电视作为最直接、最丰富、最多样展现人们精神风貌的形式，开始被老百姓追捧，它从没像今天这
样让老百姓离不开它。
电视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老百姓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从攒电视到抓阄买电视的北京人
二、收看《新闻联播》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三、英语学习潮竟由电视开始
四、北京市属北京电视台艰苦创业
五、“看电视难”凸显，政府着力解决
六、凭借北京电视教育台赢得乎稳过渡
七、巧借外力，北京电视台迎来质的飞跃
八、“拉广告”为电视发展筹集资金
九、研发电视字幕机满足观众要求
十、北京有线电视播出
十一、国际电视周打开文化交流窗口
第四章 电视改变百姓生活
电视作为新时期最重要的媒体之一，在发布信息、传播文化、倡导文明的同时，也起着社会监督作用
。
电视改变着老百姓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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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推动文化建设的电视节目
第六章 彰显社会责任的电视报道
第七章 新世纪新发展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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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新闻节目最初采用图片报道 为开办新闻，北京电视台在开播前，从中央新闻纪录
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调入一批编辑、摄影、剪辑人员，加上从广播系统调来的人员，组成了
最初的电视新闻队伍。
 《图片报道》是我国电视新闻的最初形态，它主要由照片和图片配上解说编辑而成。
1958年5月15日，北京电视台第一次出现《图片报道》，报道了我国制造“东风牌”小轿车的消息，节
目长度约4分钟。
 继《图片报道》之后，北京电视台又推出了《简明新闻》。
这是一种口语形态的消息类新闻节目，始于1958年11月12日，稿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提供。
这种新闻节目安排在电视晚间节目结束前播出，由中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沈力在演播室出图像直播，
每次约5分钟。
由于《简明新闻》稿源有保障，制作程序简单，所以每次播出都是必不可少的。
 此外，当时电视新闻片是电视新闻的一种主要形式。
1958年5月29日播出的《朱德副主席为石景山钢铁厂扩建工程剪彩》，是北京电视台屏幕上最早出现的
电视新闻片。
这种新闻片由记者用16毫米反转胶片拍摄，冲洗、编辑完成后放映到小型银幕上，再用电视摄像机转
拍配音配乐而成，每条2—3分钟，每次播出3—4条，总长约10分钟。
新闻片的样式类似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新闻简报》，因此，有人称这一时期是“新闻纪录片
时代”。
 除了上述三种经常采用的形式外，实况转播也是当时常用的手段。
它能使观众同步看到现场的情况，听到现场的声音，犹如身临其境。
北京电视台在1958年和1959年的国庆节，用我国自己研制的第一辆黑白电视转播车，分别转播了天安
门广场的阅兵典礼和群众游行，每次都吸引大量观众观看。
 1960年5月13日，北京电视台成立了新闻部。
此时，新闻记者已发展到20多人，除在北京和全国采访报道外，还随团到国外拍摄新闻片。
1960年3月，北京电视台播出《祖国派船接亲人》，报道了我国政府派船到印度尼西亚，接回受迫害侨
胞妥善安置的情况。
1963年4月，报道了刘少奇、陈毅访问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情况；12月报道了周恩来出访亚非14国等重
大外交活动；1964年10月16日当天报道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1965年7月摄制了原国民
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从海外归来、英雄王杰和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的事迹等电视新闻片
，这些新闻片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北京电视台从1958年5月8日第一次播出外国电视节目，此后，不定期地播出《苏联新闻》、《德意志
民主共和国新闻》、《捷克斯洛伐克新闻》、《匈牙利新闻》、《罗马尼亚新闻》、《波兰新闻》、
《保加利亚新闻》等外国新闻专辑。
从1959年下半年起，国际新闻的来源渐多，于是改为播出《国际新闻》。
《国际新闻》开始每周播出一两次，后来增加到每周4—6次，每次10-20分钟。
 1959年10月1日，北京电视台集体拍摄，并于当天晚上播出了我国第一部记录重大庆典活动的电视纪
录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庆典纪实》，片长20多分钟。
这部纪录片实际上是一部未经配音和拷贝的编成样片。
在暗室里，人们用搪瓷盆手工冲洗黑白反转片，然后挂在自制的木架上自然晾干，逐段剪辑、审查。
当晚播出时，几部录音机分段配音乐、音响，播音员对着画面配解说。
制作方式非常原始，但却保证了北京地区电视观众看到当天的国庆庆典盛况，充分显示出电视报道的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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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北京电视史话》精彩看点：今天，北京人不但可以看到本地电视台播放的电视节目，还可以收
看到上百套国内卫星和有线网络传送的电视节目，以及海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电视节目。
此外，北京还有上千家电视制作公司制作经营电视节目。
雄厚的实力，使北京成为全国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电视节目制作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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