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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于长期居住在海外，我获得大部分国内资讯的方式是网络，但每次回国还是会看电视，带着人
类学考察的心态看。
有一次回国期间，我告诉一个朋友：网络上的中国和电视上的中国，简直不是一个中国啊。
朋友不屑地答：火车站的中国和飞机场的中国，还不是一个中国呢。
　　我的意思是，网络，尤其是草根网站，往往火药味很重，人们直抒胸臆，大鸣大放，从邓玉娇到
杨佳、从“躲猫猫”到“楼倒倒”，网络成了一个刀光剑影之地。
相比之下，一打开电视，往往是歌舞升平，捷报频传，一个电视台在唱红歌，另一个在唱劲歌，第三
个台没唱歌，但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沈东的这本书《电视是怎么“说事儿”的一个栏目生存的传播学研究视角》，就是通过对一个电
视节目——《当代工人》的分析，来透视电视上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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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内部全面详细地跟踪了一个“主流”电视节目的全部“日常工作”。
这让读者得以了解，电视上那看似连贯的几十分钟的故事画面，是如何像流水线上的产品那样，被装
配成型的。
对局外人来说，电视制作看上去高深又专业；但对局内人来说，却是另一种痛苦的难产过程。

本书试图用一种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态度，去重新审视“可以很八卦”的一个个细节。
电视习惯地是说别人的故事，但是当电视自己成为故事主角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同样的一套分析工具
，去拆开“故事套故事”的毛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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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东，新闻学科班出身，继而转投传播学门庭。
爱空想，也爱操刀实干。
曾经，并且现在仍扮演的“劳工”角色，计有：电视撰稿人、记者、晚会执行导演、节目策划人。
顶着中国传播学会会员的头衔，除发表学术论文之外，主要的工作则是“调查与研究”后分析数据、
写报告。
承传播学学术规范的严格要求和分析工具的通用性，所做过的项目从市场分析到科研论证，时不时能
摆脱纯粹“传媒”或者“新闻”范畴的束缚。
后遗症是，常常在给学生上课或独自发呆的时候，对“传播学”三字的界定，有点恍惚。

现为中国传媒大学教师，讲授传播学及新闻实务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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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她提交申请，到拿到这张电视台发出的“采访证”，也经过了相当漫长的一个过程。
如果说记者证只是对于记者这一特殊社会身份的一般性标识，那么中央电视台颁发的“采访证”，由
于和中国最高级别的电视机构所发生的是直接的联系，在事实上给持证者带来的是更特殊，或者说更
区别于一般的象征性资源。
　　这对于持证者来说，自然是一种主观上被认可、被接纳为组织正式一员的心理过程。
而这张采访证在外出采访的过程中，也确实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区别于一般记者证的是，这张制作精良的，同时由于类似于胸卡所以让人一目了然可以看到上面的中
央电视台字样的证件，能够在很多场合，给采访对象或者联系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往往能够起到
通行证的作用，而不会遭到关于证件本身的盘问。
在外采访拍摄，对于《当代工人》这一主要制作非敏感性话题的栏目来说，虽然基本上都会有接待单
位的人员陪同，在行程上会非常顺利，但是仍然存在一些环节，超出了接待单位本身的管辖范围或是
联系能力。
　　在这些场合，往往需要编导自己处理对外打通关节的工作。
小到通过门卫保安，大到与相关单位接洽，如果能够持有相应的采访证，在很多时候都要方便得多。
在好几次大谈话节目的制作过程中，负责的编导，或是栏目组的相关人员需要和不同的部门沟通协调
的时候，主编就把自己的采访证借给他们，关照以防万一，如果对方要求出示任何表明身份的证件时
可以用到。
虽然这张采访证，只在一些特殊的场合，比如进地方政府或有关部门的大院时才用到，但是由于其同
时表明记者身份，以及中央电视台的象征资源，区别于任何一般的通用的记者证。
所以，和另外一个编导持有的正式记者证相比，这张采访证的使用频率要更高。
而有意思的是，那种正式的记者证，在采访过程中根本用不到，所以现在已经过期失效。
由于在电视台内部的身份不同，一线采编人员能够持有证件的资格也不相同。
电视台一线采编人员的高流动性，给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虽然有现实的需要，但是不给每
一个编导发采访证，也是出于严格管理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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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视是怎么“说事儿”的——一个栏目生存的传播学研究视角》，就是通过对一个电视节目—
—《当代工人》的分析，来透视电视上的中国。
　　由于沈东既是一个作为旁观者的学者，又是一个介入式的电视人，所以《电视是怎么“说事儿”
的》中既有学理性的视野和分析，又有内部人的亲身经历，写得扎实通透。
一个如此丰富的时代产出如此之少的智识，不得不说令人遗憾。
如果一代电视人错失了身边故事的巨大矿藏，损失难以追回，那么我们至少希望，有人描述、分析这
个失之交臂的过程，沈东做的，正是这样一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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