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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视节目编辑》总结了电视节目编辑中的基本原理与规律，强调后期编辑意识前置处理的方式方法
，以电视编辑敏锐准确的眼光剖析电视节目。
　　电视媒体无疑已经成为现阶段最有影响的传播媒介，能够加入电视媒体，并成为其中的一员，是
无数学子孜孜以求的目标。
然而电视又是一个发迅速的媒体，几乎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这种发展不仅表现在电视媒体自身的
快速发展，同时也表现在电视语汇的迅速发展变化，随之而来的是电视观念的迅速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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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行明，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文艺系副教授，广播电视艺术学文艺研究方向、电视策划方向硕
士研究生导师。
从事电视节目编辑、电视文艺传播、电视策划、网络艺术等方面的研究；主讲《电视编辑》、《剪辑
艺术》、《媒介概论》等课程；著有《电视文艺与大众传播》、《网络艺术》等著作；发表有《舍弃
·个性化·学会说话》、《“立体媒体”呼之欲山》、《电视节目的非标准化产品特性》、《历史与
口述历史》等论文；创作有《秋天的故事》、《山洞里的日子》等多部电视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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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电视编辑基础电视编辑作为一种创作方式，首先要清楚电视媒体的一些基本特性，因为弄清
楚了自己所从事工作的特性，有助于自己对其特点的掌握。
观众对电视最直接的感觉是：直观、真实、客观。
这几个因素，其中的任何一个都决定了电视创作的困难。
因为要“直观”——电视摄像机就必须“目击”到所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摄像机要记录下所发生的
事情，摄像机与所发生的事情必须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空间里；要“真实”——是由摄像机的“记
录”特性所决定的，无论摄像机捕捉到的对象是生活还是表演，但都是真实的展示；要“客观”——
除了摄像机的目击外，还要求摄像机背后的创作者不能融人到现场的环境、氛围中去，要冷静地观察
到所发生的一切。
然而正是这几个因素，使得电视节目创作者的创作与其他媒体比较难度增了，电视节目的创作是目前
现有媒体里相对比较困难的，因为电视需要借助于一个载体来表达创作者的观点。
这个“载体”一方面是拍摄者的眼睛或者说是摄像机所看到的，但另外一方面对于表意来说，仅仅有
这个表意对象未必是足够的，创作者必须将自己的观点附着到所拍摄对象上去，才能够完成自己的表
意，否则就无法完成自己的表达。
当然电视里也有极少数例外情况，比如电视记者的现场出镜是可以直接表达自己观点的，电视访谈或
谈话节目是可以直接面对镜头表达自己观点的。
如果说电视记者的现场出镜能够直接表达创作者观点的话，那么这一类型的表达在电视节目中数量能
够占到多少呢？
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节目的多少分之一，谈话节目虽然被访者能够直接陈述自己的观点，但他们要表达
的内容一般是围绕着某个被事先确定了的观点来进行的。
一方面他们的话语是为了表达创作者的观点，所以他们依然是创作者的一个载体，而不是创作者自己
在屏幕前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只不过这个载体所处的环境有些特殊，所表现的形式直接一些而已，
给了人们一个错觉。
同时无论现场出镜还是演播室访谈，与平面媒体比较起来，平面媒体表达的是讲述者的观点，并且难
以见到讲述者说话时的语境、神态、动作等，而在电视上，除了表达内容的准确以外，表达者说话时
的语境、神态、动作等都会直接影响到传播效果，而这些都是电视创作者无法完全控制的。
即使你有了很好的想法，但如果你的载体对象不是十分理想，最终的结果可能也不一定是理想的，这
也就是为什么电视节目中很多精彩的段落都可能来自于一些意外或即兴的表达，道理就在于此。
电视创作者虽然能够控制表达手段、表达内容，但却不能控制表达对象，而表达对象的表现又会直接
影响着“直观”、“真实”、“客观”，所以我们说电视表达是困难的。
由于电视台作为媒体的影响以及电视创作的“某种”优势，导致了电视从业人员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
有某种优越感，而忽略了这种媒体特性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这是需要引起电视创作者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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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视节目编辑》总结了电视节目编辑中的基本原理与规律，强调后期编辑意识前置处理的方式方法
，以电视编辑敏锐准确的眼光剖析电视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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