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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我们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考察中国的文艺生产和消费状况，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是，电视剧逐渐
取代了小说等文学样式，成为中国主导性的文艺样式，在中国人的精神文化消费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
位置。
当文学界在为文学的明天而焦虑不安的时候，中国电视剧却呈现出产销两旺的兴盛发展趋势。
中国电视剧年产量高达13000集左右，其中优秀作品源源不断涌现，而收视的轰动效应也接连不断地出
现。
据国家广电总局统计，2007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电视剧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电视机构和投资者，能如中国这般在电视剧创作、生产中倾注如此巨大的热
情。
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电视观众，能如中国电视观众这般给予电视剧以如此非同一般的地位。
这是中国电视剧的幸运，也是中国从事电视剧艺术教学和研究者的幸运。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广播电视艺术学进入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之后，电视剧一直是其研究的核心领域。
从某种程度上讲，电视剧代表着广播电视艺术的特点和成就。
因而许多电视剧的研究成果也达到了广播电视艺术研究所能达到的理论高度和研究深度。
在电视剧研究方面，中国传媒大学是最早开始进行系统教学和研究的高校，并出版了具有学科规模性
的大量研究成果，在学界和业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这其中除了有老一辈学者为了电视剧艺术学学科发展完善持续不断地努力之外，更重要的是有一批又
一批年轻的学子继承他们的学术志向，将电视剧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这一批年轻人多数在中国传媒大学攻读广播电视艺术学博士学位，而其研究方向则集中在电视剧上。
他们来自不同地方，具有多样化的教育背景和生活经历，大多都接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有着扎实的
理论基础和较强的学术研究能力。
因此，他们往往能从新的理论视野来观照中国电视剧，注目于中国电视剧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体现出来
的具体文化症候，深人剖析其中的种种复杂关系，展现出中国电视剧研究丰富多彩的面貌。
张斌博士的《镜像家国——现代性与中国家族电视剧》正是这其中颇具特点的一张面孔。
我们知道，家族叙事是古今中外文学艺术作品中一个重要的叙事母题或者叙事“原型”，代表中国古
典文学叙事艺术最高成就的《红楼梦》正是典型的家族叙事。
进入现代中国之后，家族叙事也一直是文学艺术所着力表现的叙事类型，以至于改革开放之后的20世
纪80年代以来，还出现了以《红高梁》、《白鹿原》等作品为代表的新一轮家族叙事的潮流。
巧合的是，在电视剧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热衷于这种家族叙事，新时期以来第一部长篇电视
连续剧《四世同堂》即揭开了这种取向的开端。
这种同气相应的情况表明此种文艺现象蕴含有深刻的文化和社会因子。
此后电视剧艺术领域这种家族叙事潮流虽然有起伏消长，但一直都在向前发展，以致到新世纪后以《
大宅门》、《乔家大院》等为标志，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洪流。
当中国电视剧中的这种家族叙事文本积累到足够多的数量，形成典型的题材类型和美学风貌的时候，
也就是这一类电视剧文本内外特征都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展示的时候，集中对其进行理性思考和理论
阐释，就是电视剧艺术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就此而言，作者拈出这一对象进行研究就具有前沿色彩、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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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家族电视剧。
所谓家族电视剧，指的是电视剧创作中以具有母题性质的家族作为自己的审美表现对象，以两代及以
上的大家族兴衰变迁作为叙事主干，以家族成员及家族间的关系作为叙事焦点，在家族史、民族史、
个人史三者的交汇点上以家族命运来反映自晚清以来中国历史本质的长篇镜像叙事艺术。
之所以选择其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在当代中国，电视剧是最大众化的艺术消费和精神娱乐方式，也
是最重要的艺术生产活动之一，电视剧已经远远超出了作为影像叙事文本的范畴，而进入到与社会和
观众密切互动的多元场域之中。
电视剧往往表征着社会现实图景与人的精神世界需求，成为文化意义建构的重要途径。
家族电视剧身上集中了许多我们惯常认知的二元对立的因素：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东方与西方
、全球与本土、保守与革命、期许与批判等等因子。
它既是中国现代性追求的具体表征，同时又表征着当前中国的现代性图景。
它在叙事文本和社会文本两个层面对应着中国社会的历史境况与现实实践。
因此，本文在现代性的整体视野中对家族剧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和讨论。
    本文将家族电视剧置于两种语境下来加以审视。
一是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所出现的巨大发展变迁的社会历史语境。
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现实，它必然深刻影响包括家族剧在内的中国电视剧的艺术生产。
它既给家族剧的出现和繁荣提供前提，又推动家族剧的艺术创作不断出现新的趋向。
一是中国电视剧艺术生产的历史语境。
中国电视剧自1958年诞生以来，经过五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艺术生产规律。
中国电视剧艺术创作的诸种习惯、经验或者范式，也规约了家族剧艺术形态的基本面貌。
因此，本文既视研究对象为具有独立构成性的艺术文本系统，亦视其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是
具有开放性的社会文化系统。
    本文以文化研究的基本思路为指导，将文化社会学与艺术美学结合，将宏观的文化分析和微观的文
本细读结合，以现代性理论为理论切人点和视点逻辑，希望探讨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当下，从家族剧
的生产、消费和接受中体现出来的当代中国的精神状况，并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把握家族剧的历史内涵
、叙事形态、美学特征和文化价值。
    本文在导论部分阐述研究选题的意义和价值，界定研究对象的内涵与外延，阐明研究的主要理论基
点和论文结构。
    第一章从历时的角度梳理中国家族电视剧的发展历史，划分发展阶段并总结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体现
出来的特点，为后文的论述提供对象的历史背景。
    第二章从家族剧的内容层面探讨其审美呈现。
本章将家族剧分为商业演义、情爱书写和革命话语等三个内容层面进行研究，每一层面又分别从宏观
的理论阐释、中观的情节分析到微观的人物阐释进行展开。
本章主要是从文化和社会层面研究家族剧的主题内容所体现的现代性。
    第三章研究家族剧的叙事特色。
本章从结构主义叙事学关于在叙事的层构性观念中受到启发，分别从叙事的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和外
显结构等三个层面，研究了家族剧叙事的深层逻辑、叙事角色及其关系、叙事修辞等方面的情况，以
全面把握家族剧“家国同构”的叙事形态和它所展现出来的现代性意蕴。
    第四章研究家族剧的美学品格。
本章从家族剧创作上的现实主义精神、风格上的悲剧意蕴、形态上的史诗格调等方面进行了阐释。
    第五章研究的是家族剧的价值问题。
本章主要探讨了在当下家族剧所具有的文化价值以及在家族剧创作中出现的价值失范问题，对其在现
代性视野里做出了批判性审视，以对家族电视剧艺术生产的实践有所助益。
    第六章从传播系统的角度，分别从家族剧文本意义建构与社会、创作者、媒介、接受者之间的关系
出发，研究了推动家族剧出现和发展繁荣的动力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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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在结语部分对论文进行了简单总结，并提出家族剧创作要在文化自觉意识的指引下，继续其
发展创造之路。
     总体上，本文在历时和共时的层面对家族电视剧各个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讨论，这一分析始终
是在现代性理论视野下进行的，并在与文学、电影等相关领域的横向比较中获得了论述的逻辑向度和
理论深度。
实际上，这四个方面并非一种全然的并列关系，其中仍然有比较强烈的逻辑联系，遵循着“家族剧表
现了什么、如何表现、体现出什么样的美学品格、具有何种价值及存在的问题”这样的理论思维走向
，并在生产·传播与消费·认同的动态系统视野中阐述了家族剧之所以形成的动力性因素，从整体性
高度对家族剧的研究做了一个简要的总结。
     本文第一次以系统观念从学理上对中国家族电视剧进行了理性分析，试图发现其艺术生产的某些特
质和具有规律性的趋向，并将其在现代性的理论视野中进行了审视，揭示出作为艺术文本和社会文本
的双重文本性质的家族电视剧在当代中国文化生产和社会实践中的意义和价值，最终显现出电视剧的
审美之维和社会文化两极之间的密切互动。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镜像家国>>

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第二节  研究对象：中国家族电视剧  第三节  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第四节  研究
切人点：现代性理论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论述逻辑第一章  中国家族电视剧的历史流变  第一节  起点期
与经典性：世纪年代的家族剧  第二节  过渡期与倾向性：世纪年代的家族剧  第三节  发展期与多元化
：新世纪以来的家族剧第二章  中国家族电视剧的审美呈现  第一节  民族工商业的创世寓言：家族剧中
的商业演义  第二节  启蒙救赎的裂变：家族剧中的情爱书写  第三节  秩序解体与灵魂归依：家族剧中
的革命话语第三章  中国家族电视剧的叙事形态  第一节  叙事的层构性  第二节  “家国同构”叙事：承
续与创新  第三节  叙事角色及其关系：家族剧的叙事模式  第四节  空间、意象与聚焦：家族剧叙事话
语与修辞表达第四章  中国家族电视剧的美学品格  第一节  现实主义精神  第二节  悲剧意蕴  第三节  史
诗性追求第五章  中国家族电视剧的价值问题  第一节  中国家族电视剧的文化价值  第二节  价值失范：
批判视野中的中国家族电视剧第六章  中国家族电视剧的动力性阐释  第一节  “象征形式”与国族想象
 第二节  艺术审美与大众娱乐  第三节  精神消费与文化认同  第四节  生产原欲与类型契合结语参考文献
附录中国家族电视剧主要剧目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镜像家国>>

章节摘录

插图：《四世同堂》的播出恰逢反法西斯胜利40周年，一时轰动全国，形成了一股“四世同堂热”，
甚至使老舍先生这部题材在当时不够主流的小说意外地焕发了青春。
电视剧遵循着老舍先生在小说中所传达的特定地域中特定群体——“小羊圈”胡同人们在抗战爆发之
后的种种生存面相，始终以一种朴实无华的叙述手法，展示了北平沦陷区一群普通人特别是祁家四代
人的生活，集中展现了家族在中国历史紧要关头所发挥的积极和消极的作用，以及以家族意识为核心
的民族意识的变迁。
正如该剧改编执笔者和总导演林汝所言，《四世同堂》“没有正面描写日本侵华战争的炮火，而是从
沦陷区人民的痛苦生活去反映。
通过对人们的思想及其转变过程对封建道德观念进行否定，有着极深的内涵”。
这部电视剧是中国第一部取得成功的长篇连续剧，也是中国第一部家族电视剧。
它的突出特点是使中国长篇电视连续剧一开始就具有十分鲜明的民族风格、地域特色和中国气派，并
且一开始就触及了中国文化心理的核心家族和中国历史最苦难也最伟大的抗日战争，因而也成为了中
国家族电视剧的经典之作。
有学者在总结中国电视剧的八大轰动效用的时候，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四世同堂》。
1987年播出的《红楼梦》以影像化的电视艺术手段忠实地演绎了曹雪芹原著的精髓，是四大名著改编
的成功尝试，极大地提升了电视剧的影响力和艺术水平，获得了专家、观众和电视剧艺术工作者的一
致认可和肯定。
1987年播出的《死水微澜》改编自有着“中国的左拉”之誉的川籍作家李劫人的作品，该剧地域特色
极其鲜明，虽然是方言电视剧，却以正剧的形式完成了对李劫人著作精髓的诠释。
1988年播出的《家·春·秋》改编自另一位川籍作家巴金的同名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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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书是由我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
虽然谈论的话题很小，其中却也有自己的一孔之见。
对日渐起势的中国电视剧研究来说，本书愿作其中一块小而坚硬的路石，以待后来大方之家踏身而去
，建成宏伟的高楼大厦。
书中绝大部分文字都是在中国传媒大学写作完成的。
直到现在，我还非常清晰地记得在那栋覆满爬山虎的6号楼里“躬耕不辍”的情形：狭小的房间，一
个孤单的身影在日光灯的陪伴下倒腾看不尽的电视剧，为此而买的DVD机在我论文还没完成的时候已
然壮烈牺牲了。
在冥思苦想中偶尔有获，不免窃喜或者大笑，继而在键盘上奋指疾敲，一副癫狂状。
那时的阅读或者写作，已经成为一段永恒的生命体验拒绝任何格式化删除。
在本文的写作和答辩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
我的博士导师杨伟光先生直接指导了本文的写作。
我的硕士导师欧阳宏生先生以及仲呈祥、胡智锋、黄式宪、张德祥、高鑫、曾庆瑞、贾磊磊等先生也
对本文的写作给予了诸多指点。
诸位先生的鼓励肯定与批评质疑，都是我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继续前行的精神动力。
谢谢您们。
从西南一隅的蜀中到旷远的北地京城再到东海之滨的沪上，我的求学和人生之路划成了一个三角形。
这一路上走来，自有艰辛困顿，亦有快乐欢欣。
不过最为高兴的是，在不同的地方总能结识许多兴味相投的同志师友。
与诸位相处的日子，既有读书辩驳的畅怀，也有打柿子喝酒的乐趣。
这些年的生活也因此而婀娜多姿，回味无穷。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镜像家国>>

编辑推荐

《镜像家国:现代性与中国家族电视剧》是艺术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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