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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国传媒大学校庆55周年之际，《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也迎
来了30周年刊庆。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创刊于1979年，迄今走过了整整30年的历程。
作为国内创刊最早的广播电视学术期刊之一，30年来我们向广大读者奉献了160多期刊物，5000余篇论
文，发行总量50万余册，为中国广播电视学术与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现代传播》30年的发展历程　　《现代传播》在30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三个时期，呈现
出不同的发展特点，这就是以反映教学成果为主导的时期（1979-1990年）、以面向社会文化为主导的
时期（1991-1997年）、以引领传媒学术为主导的时期（1998年至今）。
　　1.以反映教学成果为主导的时期（1979-1990年）　　1979年10月，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激荡着北
广校园。
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教师们满怀创业的激情，提出了创办一份学报的倡议，很快得到了上级主管部
门的批复。
由袁方、李冲、李焕生同志组成了编辑部，康荫、田本相、时煜华、刘寿昕四位专家作为特邀编辑参
与了学报的创建。
四年后的1983年，学报由内部发行改为公开发行。
　　这一时期，学报的办刊宗旨主要是体现学校的教学成果，同时也涉及到广播电视界的部分研究内
容。
围绕学校的主干专业，在新闻学理论、广播电视报道、播音主持、广播电视文艺以及摄影、外语等方
面刊发了大量文章，在广播电视学界和业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开设的主要栏目有：“广播新闻编采”、“电视新闻编采”、“广播文艺”、“电视文艺”、“讲播
艺术”、“教学研究”、“国外广播电视”、“书评”及“外事往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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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国传媒大学校庆55周年之际，《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也迎
来了30周年刊庆。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创刊于1979年，迄今走过了整整30年的历程。
作为国内创刊最早的广播电视学术期刊之一，30年来我们向广大读者奉献了160多期刊物，5000余篇论
文，发行总量50万余册，为中国广播电视学术与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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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立，中国传媒大学《现代传播》编审，编辑出版学硕士生导师。

　　1978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同年分配至北京广播学院语言文学部任教。
1986年始任学报编辑。
著有论文集《影视艺术批评与鉴赏》。
论文曾获“第十一届中国新闻奖”、“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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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论电视剧艺术学的研究方法　电视传播艺术：一个学术命题的新的整合——“中国电视传播
艺术研究”之　受众：艺术创作的起始与归宿——关于电视剧传播与生存的思考　中国电视剧漫笔：
源流·特质·功能·评价　电视艺术的生态观念　“超级女声”：电视本体理念的思考　从艺术转向
传播　媒介改变艺术——艺术研究的媒介视角　文学与传媒艺术　作为当代大众文化叙事的中国电视
第二编　“口语至上”批判　戏曲与载体　“电视娱乐热”留给我们的思考　影视剧音乐的文化价值
取向　主旋律电视剧审美化刍议　精深精湛精良——评析中国电视剧的八次轰动效应　心灵的畸变与
救赎——论当代长篇电视剧对心理问题的关注　电视剧叙述时况的常态处置与修辞调度　数字媒介与
艺术创新第三编　话语的力量——美国电视的夜间谈话与日间谈话节目　形式是金：电视语言模型的
寻找　优质电视剧的生产与传播　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元素分析　电视节目编排三论　中国戏曲网站的
现状与分析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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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在从历史的广泛而又深刻的联系中去研究电视剧艺术时，要以作品文本为中心，以审美分析
为基础，为归宿。
　　三、在文本与历史的中介关系中研究审美活动。
这是因为，文本中所建构的世界已不同于现实世界，而是一种“可能世界”、“虚构世界”与“想象
世界”，即创作主体通过审美活动“美化”或“丑化”了的世界。
现实世界与文本结构之间，存在着多层次的中介关系。
这样一来，这种审美活动，集中到一点，就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艺术家用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去
构造一个“意义化了的实现”，取代真正的现实，去进入作品的文本结构，使电视剧作品、电视剧艺
术成为一种审美的本体系统了。
　　四、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们进行历史的分析，当然还要坚持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
要力求全面性，必须把握和研究电视剧艺术现象的一切方面，联系和中介，要从电视剧艺术的发展、
运动、变化中去观察和解释电视剧艺术，要实行综合的、比较的研究，要把微观的研究和宏观的研究
结合起来。
当然，一般意义上的归纳法和演绎法、分析法和综合法等等，也都要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加以运用。
　　五、至于审美的分析，也需要指出的是，那不仅仅是艺术特点，即一般意义上的叙事结构布局与
剪裁、人物描写、画面构图、音乐美术等等的分析，它是贯穿于电视剧艺术的创作、文本、欣赏和批
评的，全过程的，尤其要注意审美主客体的关系的。
　　在上述方法择定的指导原则之外，最后还想指出的是，我们对于电视剧艺术研究方法的择定，在
姿态上，应该是宽容的，有学术自由的，允许多元共生、多元共存、多元整合、多元发展的。
以往的其他学科发展的经验教训充分证明，那种把自己的存在方式看做是唯一合理的方式，把自己的
价值尺度看做是至高无上的尺度的弊病，应该加以革除了。
我们今天就电视剧艺术的研究方法作出选择，就不要再用自己的选择去统一别人的选择了。
既然是各有师承，各有所长，就必定会各立门户，各成流派。
宽阔的胸怀，容人的雅量，是必须具有的学术美德。
其中，还要处理好和西方文化的关系。
我们既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而要学习和借鉴一切对我们有用的西方的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用以促进
我们的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发展，促进我们的电视剧艺术研究的发展，以至于电视剧艺术学学科体系
的建立和发展，又不能总是生吞活剥，生搬硬套，随意贩来，全盘洋化，而不顾及中国电视剧艺术和
中国电视剧艺术研究、中国电视剧艺术学科所具有的民族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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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构建影视艺术的传播理论与学术理念，探索影视传播艺术的方式与技巧，展现艺术传播研究的媒
介视角，解析电视传媒热点与节目个案的背景与内涵。
　　本土化：走符合中国传媒学术与传媒实践要求的本土化道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国际化：在广阔的国际视野中，确立自己的历史与时代方位，关注国际潮流，关注世界大事。
　　人文化：将文、史、哲、经、法、教等多学科的理论成果进行充分的吸纳，以此丰富和深化传媒
学术的内蕴。
　　专业化：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表达方式上，不断在专业领域达到新的高度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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