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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段时间以来，国家广电总局频频发出通知，叫停各地方电视台的一系列娱乐选秀类节目，电视
内容的低俗化问题又一次成为业界、学界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在集团化、产业化和数字化的浪潮之后，如何既能在市场竞争中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又能在传承文
明、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担当起电视媒体应有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责任，成为一个既具有鲜
明时代特质，又有着长期理论与实践价值的重大命题。
　　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电视媒体正处于白热化的市场竞争环境中，生存的压力不断逼迫他们向收视率
靠近以至于投降，我们也理解制造这种景观的幕后，隐藏着若干个利益集团的诉求和欲望，但是我们
也不得不正视，电视媒体的把关人们对于自己所操控的媒体是不是有清晰而自觉的文化理念，他们对
自身电视文化建构的责任、使命和追求，是不是足够理性而自觉。
应当看到，在传媒发展史，在艺术发展史上，先进与落后、正义与非正义、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
、责任与利益，始终处于一个从斗争冲突走向和谐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尤其是在媒体自身的现实物质
利益、经济利益和其所应承担的文化责任、文化使命之间，冲突与和谐的交替，从来没有停息过。
当然，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完全不顾及媒体的生存与利益是不现实的
，也是不可能的。
没有丰厚的物质基础支撑，枉谈责任与使命，必然是一个美丽的乌托邦。
关键在于电视媒体是否非此即彼，有没有一种两全其美更具智慧的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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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产业化、数字化、娱乐化等时代大潮的冲击之下，中国电视逐渐迷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严峻
的现实迫切呼唤中国电视对文化责任的担负。
《中国电视的文化责任》从理论、实践、历史和现实四个维度对“中国电视的文化责任”问题进行了
较为全面的研究，既有面上的周延，也有点上的突破，很多地方都令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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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错，电视首先是一种媒介、一种载体、一个文化的传播者，是一个几乎可以无所不包、无所不
能的传播介质。
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经过电视化的转换，几乎都可以通过声音和图像两种语言符号进行大众
传播。
但是如果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来看，电视又不仅仅是一个传播信息的场所，每天承载着大量的信息并
将其发布到亿万个家庭，它更是一个生产意义的文化场所，即电视本身就是文化现象。
电视是一个文化的创造者和生成者，且不论其物质和制度层面上的文化意义，单是在精神文化层面，
电视就创造了许多迥异于传统的文化样式和艺术形态，比如电视连续剧和电视晚会等就具有独特的美
学品格，这其中既有对传统艺术样式的整合和扬弃，更有在新的技术平台和审美风尚基础上的创新和
发展。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电视几乎可以视之为一种文体的综合甚至于自身就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
体。
　　我们不妨通过对电视剧的分析进行说明。
电视剧是当今普通大众文化消费的一种主要精神食量，也是今天大众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中国的第一部电视剧是北京电视台1958年建台仅46天后播出的《一口菜饼子》，采用的是现场直播形
式，全长仅20分钟，演员到电视台的演播室现场表演，直接播出。
遗憾的是，当时并没有采用任何形式进行记录。
在这以后有8年的时间，中国的电视剧都是采用这种形式，如果要重新播出一次，演员就只好再去电
视台演一遍。
这个时期的电视剧，虽然也叫做电视剧，但其实只能看做是电视媒体对戏剧演出的现场直播，尚不具
备独立的艺术品格。
在此后多年的电视实践中，经过不断的实验和摸索，电视剧慢慢地得到发展和完善，不仅时间上由短
到长、由单集到多集，更重要的是在吸收传统叙事艺术的基础上，逐渐与戏剧演出分离开来，并摆脱
了“小电影”的束缚，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形式和美学风格。
有研究者“在考察史诗、民间叙事诗、唐代俗讲、宋代说话、元代杂剧、明清传奇、连台本戏、报纸
连载小说、广播剧、电影、电视电影等艺术源流的基础上，认为电视剧作为虚构叙事尤其是长篇连续
性叙事的当代主要样式，植根于中国本土民间通俗叙事的深厚土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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