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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是由张凤铸先生领衔的一项“九五”国家级科研课题，是由一批教授、副教授、专家、电视艺术
家、博士、硕士生和第一线的电视编导集体编写的“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
    首部《中国电视文艺学》的问世，具有开拓性的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
全书除绪论（代序）外，尚有14章和后记，全面、系统地叙述和论证了中国电视文艺的发展历程、审
美特性、中国电视剧、电视艺术片、电视文学、电视音乐、音乐电视、电视戏曲、电视舞蹈、电视评
书、综艺节目、节目主持人、台港澳电视文艺等，资料翔实，论述到位，特色鲜明，虚实结合，史论
、例证、节目兼备，是大专院校文科学生、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生和广播电视文艺工作者的必读教材
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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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风铸，广东五华人。
1961年毕精干于中山大学中文系。
长期在电台、电视台、大学工作。
现任北京广播学院文艺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影视艺术研究所所长。
兼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高等院校电影电视学会会长，中国加拿大信息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和
北京广播学院学术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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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代序）　第一节 电视文艺学的建立是历史的必然　第二节 中国电视文艺学的研究对象和构想
　第三节 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第一章 电视文艺的发展历程　第一节 我国电视文艺的初创期（1958
—1965）　第二节 我国电视文艺的停滞期（1966—1976）　第三节 我国电视文艺的复苏期（1977
—1978）　第四节 我国电视文艺的发展、兴旺期（1979—）第二章 电视文艺的审美特性　第一节 电视
的涵义和本体特征　　一、电视的涵义　　二、电视的本体特征　第二节 从比较中显示电视文艺的特
征　　一、电视文艺的特征首先来自母体　　二、电视文艺与电影同中有异　第三节 认识特性，提高
节目的文化品位　　一、以“人为本”、贴近生活进行导向　　二、从提高节目的文化品位进行导向
第三章 中国电视剧　第一节 电视剧：历史与观念　　一、“戏剧观”　　二、“小电影”　　三、
走向“本体观”　第二节 电视剧的审美特征　　一、纪实性　　二、大众性　　三、通俗性　　四、
兼容性　第三节 中国电视剧创作流变　　一、创作概况　　二、中国电视剧创作流变　第四节 不同
体裁电视剧的创作特征　　一、电视剧的分类　　二、电视小品、短剧的创作特征　　三、电视单本
剧的创作特征　　四、电视连续剧的创作特征　　五、电视系列剧的创作特征第四章 电视艺术片　第
一节 电视艺术片的界定　　一、电视艺术片的内涵与外延　　二、电视艺术片与电视纪录片　　三、
电视艺术片与电视专题片　　四、电视艺术片与其他各类电视文艺节目　第二节 电视艺术片的类型　
　一、电视风光风情艺术片　　二、电视音乐歌舞艺术片　　三、电视文献专题艺术片　第三节 电视
艺术片的创作　　一、选题——精　　二、立意——新　　三、语言———美　　四、结构——奇　
　五、节奏———变　第四节 电视艺术片的价值　　一、审美价值　　二、文献价值　　三、文化价
值　　四、认识价值　　五、教育价值　　六、娱乐价值　第五节 电视艺术片编导的素质与修养　　
一、基本功　　二、综合文化艺术修养　　三、人格修养　　四、社会生活修养　　五、创造性思维
第五章 电视文学节目　第一节 电视文学概说　　一、电视文学的出现是时代的必然　　二、电视文
学的概念　第二节 电视文学的社会价值　　一、普及文学作品　　二、提高民族素质　第三节 电视
文学艺术特性　　一、电视文学的社会性　　二、电视与文学　　三、电视文学的双重艺术特性　第
四节 电视文学的样式　　一、电视小说　　二、电视散文　　三、电视诗　　四、电视报告文学　　
五、电视文学片第六章 电视音乐节目　第一节 电视音乐的特质与类型　第二节 电视音乐节目的直播
与录播　第三节 电视音乐片　　一、一般性电视音乐节目　　二、电视音乐专题片　　三、电视音乐
艺术片　第四节 电视剧音乐　　一、主题歌与插曲　　二、情节音乐的贯穿发展　　三、音乐蒙太奇
手法的运用　　四、烘托环境与气氛　　五、具有交响性音乐思维的整体结构方式第七章 音乐电视
（MTV）节目　第一节 音乐电视（MTV）的滥觞与现代文化背景　　一、20世纪青年文化的代名词
　　二、世界范围的音乐电视（MTV）网络的建立　　三、音乐电视（MTV）作为一种新艺术的含
义　　四、音乐电视（MTV）与声画发展的历史联系　第二节 音乐电视（MTV）创意的模式及规律
　　一、音乐电视（MTV）创意的社会文化背景因素　　二、音乐电视（MTV）创意的审美因素第
八章 电视戏曲节目　第一节 电视戏曲概述　　一、电视戏曲概念的界定　　二、电视与戏曲联姻的
必要性与可能性　　三、电视戏曲的历程　　四、电视戏曲的现状　第二节 电视戏曲的类型与特征　
　一、关于分类的思考　　二、电视戏曲的分类及其特征第九章 电视舞蹈节目　第一节 舞蹈的类别
　　一、古典舞蹈　　二、现代舞蹈　　三、民间舞蹈　　四、芭蕾舞　第二节 电视与舞蹈　　一、
电视对舞蹈的贡献　　二、电视舞蹈节目的类型　　三、舞蹈节目的电视化第十章 电视评书节目　第
一节 评书渊源　第二节 评书的走向与发展　第三节 电视评书的特点　第四节 电视评书的审美感受　
第五节 电视评书的作用和贡献第十一章 电视综合文艺节目（上）　第一节 电视综艺节目类型　　一
、节庆纪念综艺晚会　　二、行业专题综艺晚会　第二节 春节联欢晚会　　一、主题明确 格调高雅
　　二、异彩纷呈 雅俗共赏　　三、气势恢弘 张弛有致　　四、锐意创新 奋力前行第十二章 电视综
合文艺节目（下）　第一节 综艺节目主题及构思　　一、确定晚会主题　　二、综艺晚会构思　　三
、晚会构思起点　　四、构思基本环节　　五、优秀作品分析　第二节 确定基调和设计节目　　一、
文艺类节目　　二、混合节目　　三、非文艺节目　第三节 综艺节目的结构类型　　一、珍珠项链结
构　　二、段落组合结构　　三、篇章组合结构　　四、编年史诗结构　　五、组合回旋结构　　六
、多元综合结构　　七、散点形式结构　　八、平行并进结构　　九、篇章板块结构　第四节 综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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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台本的语言　　一、说明性的语言　　二、屏幕文字语言　　三、主持人的语言第十三章 电视文艺
节目主持人　第一节 界定与概说　　一、主持人概说　　二、主持人与播音员　　三、电视节目主持
人的素质　　四、主持人的分类　第二节 电视文艺节目主持人的特性　　一、艺术家的气质　　二、
镜头前适度表演的基本心理状态　第三节 文艺节目主持人的外形修饰特性　　一、面部化妆　　二、
发型与服饰　　三、修饰要符合电视特性　第四节 文艺节目主持人与合作者　　一、主持人与编导　
　二、主持人与摄像　　三、主持人与录音师　　四、主持人与灯光师　　五、主持人与演员　　六
、主持人与观众第十四章 台港澳电视文艺　第一节 台湾电视剧的得失成败　　一、联播时期　　二
、都市情结　　三、温馨乡土　　四、新编史剧　　五、言情武侠　　六、缺点弊端　第二节 台湾电
视综艺节目的正负效应　　一、艰难起步与自成特色　　二、蓬勃发展与繁荣多元　　三、多姿多彩
与流弊重重　第三节 港澳电视文艺的文化特色　　一、香港电视文艺的发展历程　　二、香港电视文
艺的文化特色　　三、澳门电视文艺概况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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