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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情事理说影视--21世纪中国影视文化传播研究》由王昕所著，本书收录了我自求学至今所公开发
表的大部分关于影视艺术方面的学术论文。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事理说影视传播”，收录的主要是关于影视文化传播现象的较为宏观的理
论思考；下编“人情说影视审美”，收录的主要是关于具体影视剧文本的审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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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昕，1967年生于齐鲁，1989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
1998—2004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获文学硕士和文学博士学位。
现为首都经贸大学人文学院传播学系副教授。
多年来致力于影视艺术传播研究，其中关于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方面的学术研究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
。
已在《现代传播》、《当代电影》、《中国电视》等影视传播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主编《大众文化与审美》(合编)、《经营中国电视》、《中央电视台建台45周年电视论文选》等影视
传播书籍。
除理论研究外，还担任了国内外多家传媒机构的咨询顾问和业务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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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上编：事理说影视传播
活的形象与完整传播——新世纪中国电影传播的审美人类学观照
和谐美学与中国电影
真实与游戏——我看当代中国电视文化传播
中国电视剧类型学研究
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类型与美学精神
影视历史剧中的艺术真实性探问
象征历史与媒介把关——关于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审美传播
多元文化生态中的电视戏说剧
戏说剧的辩证观
首都影视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交流
下编：人情说影视审美
《赤壁》：片大无风骨艺术有境界
《花木兰》：空陈形似气韵不周
《战国》：电影修辞应立其诚
《新少林寺》：我的看不懂
新版《红楼梦》：关于小说真实与电视剧真实
新版《三国演义》：论现代历史剧的艺术真实性标准
2011版《水浒传》：坚韧奴才的诞生与哲学的贫困
《卧薪尝胆》：复仇的苦胆
《大唐芙蓉园》：史实制约与类型错位
《太平天国》：收视低迷缘由探析
《走向共和》：话说“典型历史剧”
《大宋提刑官》：公案类型与民本主义
《大宅门》：酒神精神与大众文化
《大染坊》：陈寿亭“这一个”资本家
《橘子红了》：爱欲与禁忌
《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超类型文本及其美学策略
《静静的艾敏河》：诗意与现实
《世纪之约》：对话与外位
《有泪尽情流》：孩子、女人与知沟
《山羊坡》与《风过泉沟子》：扶贫叙事与精神自救
《大哥》：喧嚣中的平民叙事
《大哥》再读：现实主义精神与审美
《撑起生命的蓝天》：纪实与表现
《非常6+1》：加冕游戏与明星神话
《美国电视剧》：电视剧创作的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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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电视文化生产的“本土化”为我国特定的三元文化场域结构所限定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
提出了“场域”的概念，他认为：“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
络，或一个构型。
”场域表现为不同类别或不同形式，它所形成的关系系统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对其中的行动者具有“
形塑机制”。
由于场域由各种异质因素构成，其中的差异和矛盾引起了场域的运动，从而使场域一直作为过程而存
在。
 我国当前特定环境中的文化场域由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等“行动者”组成。
将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系统分为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几个子系统，应该说已经基
本成为一种共识。
其中，尤以前三种文化类型为学界论述最多，常被简称为“三元文化”、“三足鼎立”等。
所不同者，在于如何理解、建构三种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及其之间所形成的结构关系。
在这方面，不同的学者具有不同的文化立足点和不同的文化立场。
在“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总体框架下，有的学者站在国家意识形态的角度，坚持马克思主义
文艺观的指导地位，在承认大众文化的兴起和存在的现实合理性的同时，也意识到了大众文化对主导
意识形态的某种程度上的颠覆和消解作用，从而更加强调主导文化对其他文化力量和文化类型的统摄
和整合，呼吁在新形势下重建主导文化。
有的人文知识分子站在由20世纪80年代传承而来的精英立场，强调文化产品的启蒙作用和人文精神，
强调文化内容和文化形式的创新，强调思想性、艺术性和文化产品的“诗性”及高雅文化特征。
由此出发，站在精英文化立场的一些知识分子，秉承法兰克福学派的衣钵，对大众文化的兴盛及泛滥
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所具有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及金钱崇拜加剧了社会的道
德危机，冲击了社会秩序和社会伦理，所以要重视对大众文化的“提升”和“改造”。
有的学者为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崛起而欢欣鼓舞，认为大众文化的兴盛是社会转型、经济转型带来的必
然结果，它肯定了人的欲望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有助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对“极左”文化传统的
冲击和挑战，有它的历史进步意义。
各种文化理论、各种文化力量和文化类型也在“对话”中形成了历史性建构和历史性生长，建立文化
意义上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
 主导文化（国家意识形态文化）、精英文化（人文知识分子文化）、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和流行文化
）动态形成了当代中国的审美文化生态格局，它们之间既相互摩擦和冲突，又相互借鉴和渗透。
其中，主导文化处于支配地位。
以现代传媒为手段、以影视剧生产为主体、以新兴的市民阶层为主要接受对象的“大众文化”在当代
中国的兴起，自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文化产业的需要。
在我们看来，“大众文化”存在于文本、机制、观念及思潮等各个层面，弥散在各类文化生产领域。
与主导文化、精英文化相比，中国大众文化具有大众性、商业性、娱乐性等特征。
笔者不同意“媒介文化同质化”的说法，是因为任何一个文化场域都包含了异质性的因素，无论是就
当前整体的文化场域来说，还是就各个文化分场域来说。
电视文化场域，如同一个棱镜，其内在的结构反映了主导、精英、大众文化等各种力量间的冲突与融
合。
在当代中国电视文化场域内，三种文化都不会一统天下，但又不会形成“均质”或“均势”，因为它
们所占据的位置不同，从而形成各种权力关系；场域本身对电视文化的动态演进具有在先的制约作用
，形成基础和前提意义的游戏规则。
 与市场经济具有两面性一样，当下的大众文化生产也存在着负面作用，而其中的以艺术之名、行单向
利润追逐之实的电视剧产品，不仅没有起到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提升大众审美情趣的作用，反而
形成了对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价值伦理和社会秩序、社会规则的一波又一波的冲击，打破“爱欲与禁
忌”的动态平衡，加剧了不健康的社会文化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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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电视剧作品不讲艺术辩证法，不再讲求艺术的艺术性、自律性、思想性、审美性及作品的深度意
蕴，而是单向度地向商业性、他律性、感官性、享乐性及平面性倾斜。
这些创作者主动放弃了作为电视剧艺术家的责任和良知，以谈艺术性为耻，以谈商业性为荣，成了与
生产、倒卖黄色光盘者一样品质的“商人”。
他们不遵循社会伦理和艺术规则进行“合法经营”，而成为偷税漏税的造假制假者。
要进行艺术打假和艺术“纠偏”，维护艺术市场秩序的健康稳定，促进艺术生产、经营和销售的正常
有序的进行，就要建立良好的电视剧艺术批评价值标准和艺术批评价值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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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情事理说影视:21世纪中国影视文化传播研究》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情事理说影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