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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隐藏在这本书之后的，是一个大工程。
本书作者作为北京电视台大型专题片《电视往事>的撰稿人，参加了这样一个“想象共同体”（这个
共同体包括30年来中国电视剧振兴历史的几乎主要参与者和众多的见证人）的工作，按照作者的话说
，这是对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行了一番“编织”，将长达50年的记忆搜寻、回笼、整合，形成了这
样一个文本，再借助于电视的工具和电视传播的平台，进行了一番影像的还原。
我欣慰地看到，电视片的诉求达到了目的，取得了预期的收视效果。
这部作品不仅在北京电视台，而且在全国众多电视台播出，获得了热烈的反响。
电视片的影响甚至散播到台湾，赖声川先生辗转索求此片，如愿。
我想，众多方家所关注的，倒不是工程本身的浩大，而是我们所忠实反映的能量巨变的过程，作为当
代中国人精神演化历史的真相之一部，本身就具有惊人的神奇性，也是中国文化未来之路的鉴照。
电视往事是我们共同的往事，电视的历史本身就蕴含着影响中国百姓生活进步、价值观嬗变的文化线
索。
作为一个电视人，首先考虑的是怎样将这个专业内的历史同大众的生活记忆融会，这样去反映其本质
，展现“小屏幕与大社会”的互动，才会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示范。
在我看来，电视记忆与“人民记忆”实现嫁接，才契合事物的本质。
在电视片的策划阶段，我和本书作者宋强接触的时候，发现他对电视文化的理解也令人惊奇，他没有
像一般知识分子那样疏离电视，而是尽可能深入到电视文化内部去把握媒介的本质，他的态度表明他
没有以先入之见对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魅力进行贬低，而是把电视当成了理解当代文化的有效工
具。
因此，我们欣然认同了作品对电视往事的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解说。
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往事，共同的情感征程。
我非常赞同“往事”的叙事路径，对广大读者而言，也更愿意将电视往事理解为平民百姓的往事。
这是一部电视发展史和传播史的记载和情感回忆，但又不是一部拘泥于专业范畴的“业内历史”。
作品的最大看点在于，它纳入许多鲜活的感性的材料，也就是几代人情感体验的元素。
通过这样一次回溯，讲述30多年直至50年间中国人的精神旅程。
这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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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视，是国家和民族的私生活。
    从万人空巷的《渴望》到诙谐幽默的《我爱我家》，从风靡全亚洲的《还珠格格》到火爆荧屏的《
士兵突击》，从深入敌后的《敌营十八年》到热血沸腾的《亮剑》，从精致唯美的《上海滩》到大牌
云集的《射雕英雄传》，从古典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到草根阶层
的《武林外传》，刘慧芳、冯程程、黄蓉、郭靖、小燕子、许三多、李云龙、佟湘玉等记忆中摇曳的
影姿和人像走入大众的视野。
陈道明、英达、濮存昕、赵薇、徐静蕾、吕丽萍等百余位嘉宾重提当年话题，与您共忆电视往事。
本书是一部13亿中国人50年精神生活的视觉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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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强，20世纪60年代生人，曾混迹于出版界，近期又屡屡“触电”，主撰《电视往事》《北京记忆》
等，出版过从《中国可以说不》到《人民记忆》等一系列畅销图书，自诩当代本土历史的“信息篓子
”，追往推己，故纸自娱，爱好钩沉，活跃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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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1995  孽债  对话英达1996  电视会消亡吗1997  该出手时就出手  对话于丹1998  “格格”时代  对话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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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的故事从1980年开始。
“80年代”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名词，在中国人的心灵史上，这是一个舒放的年代，也是一个陈旧
的事物与全新的生活掺杂着的奇妙的年代。
那个时代的每一个过来人，回顾1980年的时候，不管他本人持什么观念，都会承认那时候人们都觉得
自己生活在一个全新的社会环境中，那么多完全新的事物扑面而来，确实令人惊奇不已。
一些曾经在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中受过伤害的人，开始反思自己的伤痕，企图舔净心灵的伤口，而年轻
人已经开步往前走，他们的思想状态，他们用来描绘感觉的词汇，他们寻求各种问题的答案的迫切性
，以及整个社会在面对他们所认为的前所未有的气氛等等，加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既犹豫不决又跃跃欲
试的心理状态。
人们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徘徊，在传统与改革之间取舍，在这种新旧混杂的情况下，人们渴求用新的视
野来应付现实和对待自己。
那个时代，人们迫切地把目光投向电视就不再是偶然的了，一方面电视确实是新事物，另一方面电视
确实也在发挥引导人们的观念更新的作用。
当时引进的一部科幻电视剧正式将人们的视线引向了未来，激起了人们朝前看的热情。
1980年，一部来自美国NBC电视台的《大西洋底来的人》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当时电视机尚未普及，
而这部电视剧的电子音乐，麦克·哈里斯在海底潜游的镜头，都给当时的中国人一种强烈的冲击。
这是一部海洋里的“人猿泰山”故事，它新异的形式让刚告别封闭时代的国人瞠目结舌。
在这一年出现了一个名词“麦克镜”，男主角麦克·哈里斯所戴的大墨镜成为青年人疯狂追逐的时髦
装饰，而将所有的太阳镜都称为麦克镜。
这是副具有丰富信息含义的眼镜，它和这部电视剧一样，成为新潮审美、科技含量以及时尚的象征。
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回忆说 “于是全中国，从上海开始，掀起了一场全体男青年戴墨镜的运动。
那个年代满大街全是墨镜。
那墨镜其实都是乡镇企业做的，可是上面都有一个标签——HADE IN HONGKONG、MADE IN
JAPAN、MADE IN PARIS、MADE IN USA，就是各种各样的来历，表明它是一个舶来品。
这个商标还不撕掉，一边一个，贴在镜片上，看起来就跟白内障似的。
这是男人的黑色时尚。
”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引进的第一部电视剧，原名《海底旅行记》，拍摄于1964年。
原剧片长110集，翻译引进了其中的21集。
这部电视剧的大致剧情是这样的：一开头，海底巨浪把奇异的生物麦克·哈里斯送到岸上。
海洋学家伊莉莎白·玛丽博士把这个生命垂危的生物放回海洋，才使他得以复活，麦克接受了一连串
的试验，以测验他的速度、灵敏度和力量。
麦克在同科学家的合作中也渐渐地了解到了人类的世界，并帮助科学家们进行一系列神秘的探索。
　 今天观看这部电视剧，由模拟信号转化的图像效果较差，镜头看起来有些模糊不清。
与我们熟悉的好莱坞科技大片相比较，它的所谓“特技”也显得那么初级、土里土气，通过拙劣的模
型、简单的画面剪接形成效果。
然而，这部电视剧播出时产生了万人空巷的效果，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佩戴着麦克镜的时髦青年这样介绍自己：我是“一根从大西洋飘来的木头”。
当时某单位评选先进典型，有的选票上竟填写了“麦克·哈里斯”的大名。
游泳池里多了一种泳姿麦克式。
这部电视剧还使一项健身运动风靡全国，那就是飞盘。
连美国的电视电影工作者和新闻记者对这样一部电视剧在中国如此轰动也感到惶惑不解，他们认为这
部剧的故事只是一种“惩恶扬善”的简单循环，并无出奇之处，制作水平也比较低下。
为什么会在中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他们很难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感知这种现象，一个被封闭了许多年
的民族获得了自由的视觉听觉阀门，他们对世界抱有多么强烈的好奇与渴望啊！
《大西洋底来的人》的播出和受到的狂热追捧，和中美两国恢复正常化关系的大环境有关，应和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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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国内汹涌澎湃的科学热。
“你知道得越多，越觉得自己无知，这句著名的台词申明了片子的主题，也预言着“学习的革命”的
发端。
一篇怀旧文章写道：“英俊的麦克·哈里斯同时具有了两重意义：第一，他是大西洋底来的人；第二
，他是太平洋彼岸来的人。
双重身份营造了双重的传奇，当麦克·哈里斯潜入深海的时候，我们享受了科幻的刺激：而当他登陆
上岸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异域的生活。
麦克·哈里斯，力大无穷的麦克·哈里斯，风度翩翩的麦克·哈里斯，他把海洋和美国同时带到了中
国观众的眼前。
回忆起来，甚至很难判断哪一方面的信息更占上风。
”人们已经习惯于把1978年当成新时代的真正开端，看成是文化发生重大转折的历史分水岭。
但那个年代的过来人，当时（不管是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都在很大程度上意识到与过去的关系
是一种走出阴影的过程，其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今日愿意承认的程度。
在各种不同的认识平面上，诸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知识的、日常的等等认识平面，
都可以感受到80年代初的所有动态都与70年代最后那几年的动向息息相关，我们将从70年代最后几年
的各种信念和历程中找到电视现象的初步迹象。
作为重返理性的最佳途径，科学在当时充当了开路先锋的角色，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科学都是最
讲理性的，与刚刚过去的非理性的十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科学热的形成几乎是历史必然。
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科学是他们所能盼望的改革的理想工具，引导社会潮流的人们清楚地意识到，
这是重建中国生活的机会，他们以科学之名，鼓吹道德、文化及社会变革，同时又是真的相信这样的
变革在眼前就可以实现，虽然，未来（1978年才诞生的真正的未来）仍然是未知的和难以想象的。
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是一代人记忆史上的里程碑。
郭沫若在会上发表了题为《科学的春天》的著名演讲，他说，我们正在期望一部巨著的诞生。
“这部伟大的历史巨著，正待我们全体科学工作者和全国各族人民来共同努力，继续创造。
它不是写在有限的纸上，而是写在无限的宇宙之间。
”《科学的春天》对于即将到来的盛世做了热情的预言，那个时期成长起来的孩子们，都能背诵辞章
里那华美的文字：“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
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1978年还发生了另一件重要的事情。
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席卷全国，历时大半年，最终是一次思想解放的洗礼。
科学作为最有实践价值和探索精神的行为，备受百姓推崇。
一场延续数年的科学热、科幻作品热，成为这个年代里最让人兴奋的事件之一。
正是在1980年，科学热被一个事件推向了高潮。
这年6月，彭加木在罗布泊科考时失踪。
新闻媒体不断报道关于考察队饮用水发生困难，彭加木独自去找水：彭加木失踪，经过大规模寻找，
出动了众多解放军进行拉网式地搜查，并动用直升机来寻找，但都未能找到他。
罗布泊地区自然环境非常严酷，在干湖床周围，地形也非常单调，或是雅丹地形，或是沙丘。
这种地形，由于缺少可以作为地表标的形体，非常容易使人迷失方向。
彭加木失踪事件是80年代激情的阴影，直到后来，罗布泊还在上演着类似的故事，延伸着某些争论。
由于媒体的广泛报道，科学探险成为深入百姓生活的一种浪漫想象，有很多人跃跃欲试，甚至直接踏
上了探险之途。
那时候最诱人的探险目标是寻找神农架野人，各地都有人自费前往，而且都是以科学的名义。
《大西洋底来的人》是这股潮流的受益者。
它为被科学热激发的群众带来了一种科学生活的直观画面，提供了一种图像参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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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郭沫若预言的那样，一部巨著正在诞生。
历史上的每一天都在发生变化，但没有哪个时代，从国家社会到社会风俗，像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样
集中了如此繁复的变化；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哪个时期，像这个年月一样，社会形态和人们思想意识
迅疾地变化，更像“正在发生的历史”。
曾经笼罩在这片土地上的愁云正在散去。
这里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解冻。
1979年上海电视台录制了表现张志新烈士事迹的电视单本剧《永不凋谢的红花》，这部剧从平反新闻
报道出来到录制完毕，只用了非常短的时间，初次显示了电视“及时传真性”的优势，获得了非常强
烈的社会反响。
“文革”的梦魇仿佛还是昨天的经历，历史在这里沉思，一位诗人写道：这个女性的大苦大难，促成
了一个民族的大彻大悟。
历史在扭曲之后，渐渐回复到比较正常的形态。
普通人的生活形态也日趋丰富而多姿。
关于80年代初的国运变化，用当时的主流话语来概括是：拨乱反正全面展开，改革开放正式起步。
恢复时期的中国电视剧铭刻了这一段历史的痕迹。
当年播出的单本剧《神圣的使命》，正好应和了拨正历史航向的呼声。
《神圣的使命》改编自这个时代的畅销小说《刑警队长》，这一类包着侦探小说外壳的“准伤痕文学
”，主旨不外乎大义凛然的政治讨伐，“文革”既得利益者纠结成为一个西西里式的黑帮，而主人公
的命运，则类似于意大利电影《警察局长的自白》。
他在怪诞的气氛中办案，逼近真相的过程，就是揭破政治新贵阴谋的过程，并展现政治迫害给国人带
来的创伤。
曾经有电影和电视剧两个版本的《神圣的使命》。
实事求是地讲，同名电影的影响更强于电视剧。
原因非常简单，这个年代是电影繁荣的年代。
但即便如此，电视剧仍然显示出了其特有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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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是一个有关记忆和影像的故事。
这里讲述的是中国电视剧历史的逝水流年。
剧中摇曳的影姿.将引领我们重温逝去的年代，以及那些正在被淡忘的如烟往事。
这是的开篇语，我觉得它是一个能触动人们的怀旧情绪而又充满意境的导语。
我们说中国电视或者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史，其实就是说中国人的心灵成长史，特别是我们开始叙述
的1980年，正是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随着生活的不断富足，电视——这个昔日象征高档物质生活的
“堂前燕”，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
从那时起，很多人开始通过电视这个窗口获取信息，洞悉世界，享受娱乐。
这种相伴相生的亲近感，是其他载体无法比拟的。
可以说，《电视往事》是一部记载中国电视发展史和传播史影像的作品，但又不是一部拘泥于专业范
畴的资料片。
主创人员尽量地纳入许多鲜活的感性的材料，灌注几代人的情感体验，还原给人们一个生动的历史。
其实，中国电视的发展史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史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比如播放日本连续剧《血疑》时插播广告，引起观众的愤怒讨伐，成为一个颇具影响的社会事件，也
成为电视业走向市场的发端。
所有这些从今天看起来属于逸闻趣事的“电视往事”，其间包纳了丰富的时代信息。
单从回顾电视剧的角度而言，《电视往事》是大众的，因为中国观众对这一艺术门类有着独特的偏好
。
但是我们除了回忆电视剧之外，还设立了另外一条社会历史变迁的主线，那么这种政论色彩应该是小
众的。
当把二者结合起来陈述的时候，它的大众性多少会打点折扣，从而带上了某种小众特点。
所以预估收视率的时候，我是把这个专题片划入小众节目的。
《电视往事》不像电视剧，它的故事性不强，很难像电视剧那样设置悬念，勾着观众一集一集地往下
看。
但是结果出乎我们的预料，收视率很好，最高达到4.2％，平均收视也超过去年同期北京卫视一个百分
点，也就是说比以往播出的电视剧收视率还要高。
所以，这个收视结果还是让人感到欣慰的。
回顾《电视往事》的创作，有几个值得特别记录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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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视，是国家和民族的私生活”，亿万人共同的往事，充满情感共振性的视觉简史，在这里你能找
寻到50年精神生活史的动人细节。
《电视往事:中国电视剧五十年纪实》将为您展现北京电视台20集同名电视系列片，著名电视人、表演
艺术家王刚倾情主持，陈道明、葛优、濮存昕、蒋雯丽、赵薇、徐静蕾、赵宝刚、陈丹青等百余位嘉
宾重提当年话题，与您共忆电视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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