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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叙事中，民族主义是一个经常使用的政治学概念，但这并不妨碍它作为一种重
要的精神资源影响着中国电视文化的生产。
《传媒与文化研究丛书：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电视文化》一方面系统地阐释民族主义的定义、类型、
民族主义的历史演变与功能以及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同时从纵向历史层面对民族主义
话语进行梳理。
的确，在当今媒介化社会里，电视媒介扮演着塑造与传达“想象共同体”的重任，但受后现代主义以
及大众文化的影响，电视文化全球化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乃至冲突日益明显。
《传媒与文化研究丛书：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电视文化》以比较研究的方法试图探讨美国、韩国、澳
大利亚、加拿大以及欧洲等国外影视文化传播中的民族主义话语实践，并且认为，中国电视不仅需要
承担着民族国家的历史重任，传播时代的民族文化精神，而且应以理性民族主义为基础和动力，抵制
民族虚无主义以及民族狭隘主义思想，要树立国际传播视野中的现代中国形象，进而在世界文化的总
体语境中加入中华民族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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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玮，江西余干人。
南开大学现当代文学硕士，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博士，暨南大学新闻学博士后。
曾供职于天津电视台，其制作的《无声舞者》等多部电视作品获得国家和省级奖励。
在《现代传播》、  《中国电视》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重
大项目、国家广电总局部级社科研究项目等多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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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其意义　　20世纪80年代初，从十年动乱中走过来的国人开始反思，是什么让
中华民族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饱受苦难？
长期受到压抑的民族自信心此时空前膨胀，国人是需要英雄的时候，需要英雄扬眉吐气的时候。
于是再现民族风范、表现中华民族精神与气节的电视剧，如《黄飞鸿》系列、《霍元甲》、《陈真》
与《上海滩》等应运而生，并立刻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随后，一批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陆续登上中国荧屏，如表现北京的《那五》、《烟壶》、
《故都子民》、《钟鼓楼》、《大马路小胡同》、《带后院的四合院》；天津的《神鞭》、《三不爱
》、《龙嘴大铜壶》、《苍茫》、《大雨小巷》、《天津卫》；江苏的《裤裆巷风流记》、《秦淮人
家》、《太湖人家》等等。
这些电视连续剧不仅逐渐超出了作为单纯“寻根”的意义，而且包括一切有利于重建民族自我认同、
民族意识以及民族文化的思想内涵。
2000年前后，为配合由主流媒体向整个社会弥漫的“实现民族复兴”和“再造盛世中国”的民族主义
热情，集中发掘与再现中国历史上的几大“盛世”，中央电视台连续推出《雍正王朝》、《乾隆王朝
》、《康熙王朝》、《-代廉吏于成龙》、《汉武大帝》、《天下粮仓》以及《唐明皇》等电视连续剧
，并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
　　可以说，民族主义话语在中国电视文化中的出现并不是一种偶然的文化现象，而是有着深厚的现
实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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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内学者对电视传媒与民族认同以及民族主义话语建构之间的关系已经给予一定的关注，并进行过一
定的理论分析。
王玉玮编著的《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电视文化》就民族主义的具体内涵和电视文化结合起来进行深入
探讨，进而阐释电视传媒在想象民族国家过程中的作用，启发人们思考电视传媒应当如何建构民族主
义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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