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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国电视剧批评与电视剧相扶相依，已共同走过５０余个寒
暑。在此期间，电视剧经历了萌芽、缓慢发展、受挫、复苏、再
发展的历程，并在２１世纪迎来了自己的繁盛期。而电视剧批评
也经历了由浅入深，由感想式、随意化批评到专门化、学理化批
评，由意识形态批评到本体批评再到多元化批评等几个阶段。在

５０余年的发展中，电视剧批评成果已然蔚为壮观，卷帙浩繁、

理论宏富、研究方法多样、成果迭出。从批评对象看，电视剧批
评已广泛涉及本体批评、文本批评及外部批评等多个领域，电视
剧创作批评、美学批评、风格批评、类型批评、艺术发展史批评
等均取得了诸多成果。同时，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西方文化研
究思潮的影响下，电视剧更被置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宏
阔背景下进行思考，电视剧意识形态批评、文化批评、身份批
评、生态环境批评等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从批评的理论来源看，

除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电视剧批评的
指导性理论外，９０年代由西方传入的叙事学批评、符号学批评、

受众批评、结构主义批评、殖民主义批评等理论也纷纷登场，指
导着新时期电视剧批评向着多层面方向展开。从批评的方法看，

艺术学批评方法、政治学批评方法、经济学批评方法、社会学批
评方法、美学批评方法、心理学批评方法、管理学批评方法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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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并存。随着中国电视剧市场化的发展，数字技术发展带来
的传媒格局的变革，电视剧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新问题，

使得新媒体格局下的电视剧批评者研究、电视剧批评平台研究、

新时期电视剧受众研究、电视剧产业研究等也纷纷展开，电视剧
批评领域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研究内容更加全面，研究方法更
加丰富，整体呈现出与时俱进的风貌。

电视剧批评是文艺批评的一部分。中国传统文艺批评一直在
追求建立一种统摄性标准，以指导文艺创作实践，引领文艺发展
方向。从春秋时代孔子提倡的 “真善美”标准，到北宋周敦颐明
确提出 “文以载道”的标准，到马克思主义 “美学的与历史的标
准”以及毛泽东提出的 “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再到２０１４年习
总书记综括性地提出 “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标准
等。这些标准随时代不同而变迁，其间既有承继也有更新。文艺
批评标准的确立对文艺创作具有思想引领与价值启迪的作用，具
有激浊扬清、褒优贬劣的作用，指引着中国文艺发展的大方向。

中国改革开放后由封闭走向开放，介入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深，

随之外来文化也纷纷涌入中国，使中国的文艺批评领域呈现出百
花齐放、多元杂陈的局面。其间不仅有批评与评价之论，以褒优
贬劣，指导文艺创作；同时也兼有描述、阐释、分析之论，以丰
富文艺理论。诸多批评理论的涌现与批评标准的不一，给当前的
文艺创作与批评带来思想上的混乱。当此之时，确立一种新的文
艺批评标准，既坚持传统文化与无产阶级文化传统，同时又吸纳
整合世界上其他先进文化的养分而构造新时期适合中国生长的社
会主义新文艺标准，是非常重要且有必要的。习总书记所提出的
四大标准，是顺应时代，符合当前中国文艺批评现状的。作为电
视剧批评工作者，其肩上必然担负着确立新批评标准，引领电视
剧实践的重任。当前，对电视剧批评成果进行全面的学理审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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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照，厘清电视剧批评的指导性理论资源，确立电视剧批评的规
律、标准、原则与方法，建构电视剧批评模式与体系，进行电视
剧批评的学理性与科学化建构，对促进电视剧批评的正向发展，

繁荣中国的电视剧文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与电视剧批评领域的繁荣相比，当前的电视剧批评研究却还
远未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相关的理论著述缺乏，更遑论体系化
与科学化的建构。这与其具有的地位很不相称。当前的电视剧批
评研究以单篇论文为多，较早的有１９８６年蔡骧的 《电视剧理论
研究刍议》，到２０００年后渐次展开，但视野仅触及电视剧批评的
模式、标准、方法、视角的探讨、电视剧批评研究存在的问题解
读以及阶段性电视剧批评研究等。此外，胡智锋教授率领的学术
团队每年进行的电视研究述评中设有专章对当年电视剧研究状况
进行梳理，较好地保存了电视剧研究相关资料，为电视剧批评研
究的进一步展开作了铺垫。但该团队的研究仅限于对研究篇目和
主体内容的介绍，并未深入研究。总的来说，与电视剧批评成果
的宏富相比，对电视剧批评的研究还缺乏内容上的全面观照以及
点上的纵深挖掘。与之相对应的是，专门的电视剧批评研究专著
也寥寥可数。值得一提的仅有吕木子的 《中国电视剧批评的科学
精神》、吴素玲的 《学院派电视剧批评研究》、戴清的 《中国电视
剧理论批评发展流变》等。此外，欧阳宏生教授的 《中国电视批
评史》将电视剧批评研究纳入其中，对电视剧批评发展史进行了
一定程度的梳理，并提出了电视剧批评的体系化发展观点，虽并
非一本专门意义上的电视剧批评研究著作，但对电视剧批评研究
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由上，当前的电视剧批评研
究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广度与深度上均有欠缺，亟待补充。电
视剧批评研究还未到达自觉层面，未能建构起电视剧批评研究体
系。本书将试图在这方面有所补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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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电视剧的相关研究成果宏富、视角多样、理论多元、观
点迭出，进行全面梳理与总结并试图提出一些见解颇为困难，因
此本书立意并不在于资料的全面收集与整理，而是立足当前的电
视剧研究成果，从七个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第一，阐释电视剧
与电视剧批评的关系，为下文议论张本；第二，依据电视剧批评
的阶段性特征将电视剧批评的发展史划分为意识形态批评时期、

艺术本体批评时期与多元化发展时期三个阶段；第三，对电视剧
批评的话语资源进行分析，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西方文艺理
论是电视剧批评的主要话语资源，同时电视剧相关研究也深受其
他学科批评理论与方法的影响；第四，在全球化视角下提出电视
剧批评的本土化构建路径；第五，指出电视剧批评具有艺术性价
值取向、民族性价值取向、精英性价值取向以及大众性价值取向
等四种价值取向；第六，对电视剧研究中使用频率较高的社会学
批评方法、比较学批评方法、心理学批评方法以及叙事学批评方
法等诸多批评方法进行梳理与分析；第七，试图从电视剧的文化
与审美研究角度出发，分析中国电视剧批评模式的建立。最后，

指出中国电视剧批评的未来发展趋势。当然，对电视剧批评的研
究是一项重要但艰巨的工作，囿于笔者的学识与能力，本书难免
有遗漏与舛谬之处，恳请各位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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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电视剧与电视剧批评

经由戏剧观、电影观到本体观的发展，电视剧作为一门独立
艺术的地位得以确立。从艺术的角度来说，电视剧是对客观现实
生活的艺术反映，是特殊的审美的社会意识形态，它通过电子技
术手段，运用声画结合的视听语言，借助电视屏幕演剧的形式，
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某种情感。电视剧与电视剧批评是辩证统一
的关系。电视剧批评是一种科学理性的研究活动，它以电视剧欣
赏为基础，以电视剧理论为指导，以具体的电视剧节目及相关的
电视剧现象、电视剧创作者、电视剧思潮、电视剧流派、电视剧
类型、电视剧文化等为批评对象。其主要任务是对电视剧及其有
关现象进行分析、判断、评价，指明电视剧的思想、艺术及社会
等价值，以指导电视剧实践。电视剧是电视剧批评的研究对象，
电视剧批评对电视剧实践有指导作用，电视剧实践吸收电视剧批
评的优秀成果使自身得到再发展，新的电视剧实践又会反过来再
促进电视剧批评的进一步发展，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共同
提高，不可分离。

第一节 电视剧作为一门艺术

自 1930年英国伦敦播出世界第一部电视剧 《花言巧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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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算起，电视剧至今已经走过了八十多个年头。中国在 1958
年诞生了第一部电视剧 《一口菜饼子》，至今也有近 60 年的历
史。在电视剧诞生初期，关于电视剧是否是一门艺术经过了激烈
的探讨。中国早期电视剧多为直播剧，时长短，内容及艺术形式
单一，一度被视为“电视小戏”。随着电视技术的发展，电视剧
借鉴“戏剧”“电影”等艺术创作手法，不断丰富自己。随着电
视剧创作的进一步发展，电视剧如何从戏剧和电影的羽翼下走出
来，如何确立自己的本体地位，成为电视剧创作者们重点考虑的
问题。20世纪 80年代， 《女记者的画外音》和 《新闻启示录》
等具有独特电视艺术表现形式的电视剧的出现，终于引发了电视
剧艺术观念的突破。电视剧逐渐走上其艺术本体地位。

一、电视剧艺术观念的演变

( 一) 由戏剧到电视剧
中国电视剧的发展经历了戏剧观、电影观而后才逐步确立了

电视艺术本体观的过程。早期的电视剧带有明显的戏剧的影子。
中国早期的电视剧以直播剧为主。所谓直播，是指在没有磁带录
像设备的条件下，电视剧的表演、摄像、录音、合成、播放和观
赏是同一时间进行的。表演结束，播放停止，观众的欣赏也就此
结束。直播电视剧无法复制，如果观众要求重播，那么，电视台
就得重新召集演员再来表演一次，重新播出。由于直播电视剧与
舞台剧都具有“瞬时性”特征，当时的电视剧主创人员、演员
等对电视剧本质特征及其与戏剧、电影等的差异性还认识不清，
加上当时直播的电视剧基本都是短篇电视剧，没有连续剧。每部
电视剧的播出时间为 30 分钟左右，最长的不超过 1 个小时，短
的只有 10～20分钟。所以当时的直播电视剧无法展现更广阔的
社会生活，其内容、情节都相对简单，镜头和角度的变化不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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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剧作结构大同小异。在情节的安排与设置上，沿袭戏剧表现
法则，遵循“三一律”，时间、地点、事件高度集中，注重人物
形象的刻画，多通过对话塑造人物，追求激烈的矛盾冲突。

中国早期直播电视剧是在临时演播室里搭景直播的，因此没
有能够作为珍贵的资料保存下来。同今天意义上的电视剧相比，
它显得幼稚、粗糙，甚至原始。但它是一种新屏幕演剧艺术，在
艺术特征上与当时的舞台剧有了很大的不同: 首先它突破了舞台
剧的时空限制，在演播的过程中，有时插入空镜头或录播片段;
其次，按剧情需要安排了布景，使之能像实际生活那样，真实地
表现诸如房屋漏雨等的情景; 最后，演员的调度和表演都按照镜
头艺术的要求进行处理，并且通过摄像机和话筒，把声音和图像
变成电讯号，由导演切换组接后直接播放出去，通过荧屏与观众
见面。

中国电视剧的直播时期为 20世纪 50年代末至 60年代中期，
其时世界范围内的电视事业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各国之间在电
视事业上的角逐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是与
党的政治宣传工作紧密联系的。中国早期的电视剧就呈现出鲜明
的宣传文化特征。这一阶段所播出的电视剧大多数侧重于思想政
治教育。从题材上来说，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 1) 配合
全党的政治宣传教育，如《一口菜饼子》; ( 2) 歌颂新人新事新
生活，如《党救活了他》; ( 3) 歌颂英雄人物，如 《火人的故
事》; ( 4) 儿童题材，突出对少年儿童的教育培养，如 《不当小
金鱼》; ( 5) 国外题材，如《回声》等。无论是政治题材还是儿
童题材，英雄主义都是中国早期电视剧的核心思想题材，英雄人
物是电视剧的核心人物。在主题与情节设置上，突出对人的政治
思想教育，歌颂党，赞扬新生活。由于中国早期的电视剧受到一
定程度“左”倾思想的干扰，因此题材内容单一化、片面化，

3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加之技术条件的限制，因此几乎没有艺术性很强的优秀作品。
长达 8年的直播电视剧阶段，为我国培养了第一代电视剧创

作人才。这些创作人员主要来自广播和戏剧两个方面，因此也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直播电视剧，使之带有较多的广播或戏
剧的印迹。但直播电视剧毕竟不是广播或舞台戏剧，在不断的实
践中，它的创作者们也越来越对依靠广播和戏剧的借鉴感到不满
足，这就逐渐地、不断地产生了对电视剧艺术规律的探索和运
用。如欧冠云在《电视剧是怎样的?》一文中引用周峰的话，指
出了电视剧与话剧、电影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对电视剧在时间、
剪辑、剧本、拍摄手法、蒙太奇的使用等方面的独特艺术性进行
了探索，并指出电视剧是一种新颖的艺术，具有自己的特色。①

周峰《漫谈“电视剧”》对直播电视剧与电影在放映方式、画
面、镜头运用、资料选用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指出了二者的不
同。② 赵玉嵘在《电视剧浅议》中对直播电视剧的局限性进行了
探讨，指出“电视剧是高度综合性的艺术，因为其间包括了现
代化的科学技术”③。

由于中国早期电视剧还处于摸索阶段，在电视剧创作上，多
借鉴戏剧的手法，无论是创作模式、制作条件、创作数量、艺术
水平等均处于起步阶段，震撼人心的作品不多。电视剧创作实践
不充分，电视剧理论研究也相对较少，电视剧批评还没有在理论
研讨层面真正开展起来。但当时已有部分理论工作者注意到电视
剧与戏剧的差异性，在电视剧创作向戏剧学习的同时，电视剧理
论已开始探索电视剧的本质特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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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欧冠云: 《电视剧是怎样的?》，载于《新民晚报》，1958年 10月 11日。
周峰: 《漫谈“电视剧”》，载于《解放日报》，1961年 7月 30日。
赵玉嵘: 《电视剧浅议》，载于《广播业务》，1964年第 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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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由电影到电视剧
经历了 “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停滞阶段，中国电视剧在

1978年重新获得了生机。从 1978 年到 1990 年的十多年时间里，
中国电视剧的数量不断增长，质量不断提高，涌现出一大批优秀
的电视剧作品。1978 年，中央电视台共播出 8 部电视剧，到
1989年，全国生产的电视剧已达 1100 部左右，1978 年到 1990
年间，全国大约生产了 5000 余部电视剧。电视剧种类由单本剧
发展到连续剧，题材不断拓展，艺术手段不断创新，中国电视剧
进入一个兴旺发展的时期。

综观此时期的电视剧作品，其题材类型与艺术特色更加丰
富，呈现出百花争艳的局面。从题材类型上来讲，以 “伤痕电
视剧”与“改革电视剧”两大电视剧题材类型为主。伤痕题材
电视剧着重于对 “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代表作有 《女友》
《新岸》《蹉跎岁月》《今夜有暴风雪》《寻找回来的世界》等。
改革题材电视剧以反映改革大潮下人们的生活和思想观念的变化
以及新时代背景下的矛盾和困惑为主。代表作有 《乔厂长上任
记》《女记者的画外音》《新闻启示录》《新星》等。另外，有
根据现实题材改编的电视剧，也有改编自古典文学名著的电视
剧; 有反映成人故事的电视剧，也有展示儿童生活的电视剧; 等
等。从艺术特色上来说，有纪实风格的电视剧，如 《新星》; 有
报告文学式的电视剧，如 《女记者的画外音》; 也有意识流风格
的电视剧。有悲剧，也有喜剧，题材风格不一而足。从创作视角
来看，此时期的电视剧多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关注普通人的生
活，宣教痕迹有所减少，对现实与人性的关注有所增加，现实主
义风格色彩较浓。

在电视剧从复苏走向繁荣的过程中，从事电视剧创作、编
导、制作的电视剧工作者队伍在迅速扩大。其中既有从电影界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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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电视剧创作的人员，也有以电视剧为起点不断探索的人员，还
有从事电视剧教学与理论研究的人员。他们中不少人通过自己的
视角对电视剧进行了观照，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对电视剧艺
术及其理论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任远的 《电视剧杂谈》与
《国外电视剧简介》，对电视剧的特点、类型、画面特技和国外
有益的经验进行了介绍; 再如王维超的 《电视剧初探》是中国
第一部论述电视剧的理论专著等。

由于电视剧与电影、戏剧具有某方面的相似性，因此在电视
剧发展之初必然借鉴二者的艺术手法进行创作。电视与电影都属
于“活动影像”，都是声画结合的艺术，因此电视剧创作借鉴了
电影的分镜头和蒙太奇等镜头语言，借鉴了对白、画外音、配乐
等音响形态，借鉴了场面调度、演员的表现形式，也借鉴了电影
在综合文学、戏剧、音乐、舞蹈、摄影、绘画等艺术门类上的成
功经验。电视剧与电影的这些相似性，让观众获得了在家看电影
的感受，这种便利性使电视剧获得了观众的认同与肯定。电视剧
的情节设计多借鉴戏剧一波三折的矛盾冲突，人物、时间、地点
的高度一致性等。这些先在经验的借鉴促进了电视剧初期的发
展。

电视剧的兴旺发展促成了此时期电视剧艺术理论的大探讨。
电视剧是否是一门艺术成为此时期理论探讨的焦点。一派认为，
电视剧与电影没有本质区别，如徐庄在 《让电视与电影携手》
中认为: “观众从屏幕上看到的电视剧，不论是话剧、歌剧或舞
剧，也都还是舞台艺术; 说是电视纪录片和电视故事片，实际上
还是电影，它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手段同电影没有质的区别。”但
他同时认为: “电视作为传播欣赏手段，在许多方面肯定地比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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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要先进。”主张电视和电影 “携起手来，互帮互济，宏图共
展”①。钱海毅在《电视不是艺术》中认为: “从本体来说，电视
是一种最有效的电视文化信息传播媒介。” “艺术不是电视的最
基本性质。”② 卢炳勋的 《电视剧与故事电影属于同一艺术形
式》、徐庄的《作为视听艺术的电影与电视剧》等也持这一观
点。另一派认为，电视剧与戏剧、电影有明显的区别，电视剧是
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如冯温玉在 《电视剧艺术漫议》中认为:
“迄今为止，不同门类的艺术的产生，大都经历了一个吸收继承
姊妹艺术精华，而后融于自身并形成自身特性的过程，电影发展
的历史是如此，电视剧艺术发展的历史也是如此。因此电视剧作
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是无可置疑的。”③ 洪民生在 《提高电视
剧质量问题小议》中认为: “电视剧是综合的视觉艺术，但基础
是剧本。”“电视剧是集体艺术劳动的结晶，它的艺术质量的高
低，除了剧本之外，还受到多种艺术因素的影响。” “电视具有
家庭收看的特点，因此它在镜头处理上，就以中、近景为主，这
样，在场面调度，演员表演，服装、化装和道具上都带来与话剧
和电影所不同的特点。”④ 王浩在 《正统正宗、名正言顺》中第
一次明确提出电视剧既不是戏剧，也不是电影，而是一种独立的
艺术形态，对电视剧的属性进行了一个科学的理论界定，被视为
电视剧本体理论的觉醒。⑤ 任远在 《电视剧杂谈》中指出: “电
视剧是一种新颖的剧种”，“是以舞台剧和电影发展来的”。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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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徐庄: 《让电视与电影携手》，载于《人民日报》，1980年 9月 17日。
钱海毅: 《电视不是艺术》( 中) ，载于《文论报》，1987年 11月 1日。
冯温玉: 《电视剧艺术漫议》，载于《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81年第 1期。
洪民生: 《提高电视剧质量问题小议》，载于《人民日报》，1982年 4月 14日。
王浩: 《正统正宗、名正言顺》，载于《电视艺术资料选编》，1983年第 5辑。



调了电视剧不同于一般影片的特点。① 叶家铮 《试谈故事影片与
电视剧的异同》一文在任远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电视剧
与电影之间的相通点和分界点，把电视剧和电影划清了界限。

此时期，不少理论家也对电视剧本体艺术进行了研究，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电视剧 “质”的规定性，如张凤铸
1983年写的《电视剧的欣赏和创作浅谈》一文指出: “电视剧是
一朵文艺新花。它是艺术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合影、光、
声、色为一体，熔绘画、音乐、舞蹈、雕塑、戏剧、电影、广播
剧精华于一炉，是用现代化的录像手段制作而成的深入千家万户
的新剧种。”“电视剧的本质属性是电视的剧，它兼有电视和剧
的共性，又具有自己的 ‘个性’。” “掌握电视剧的特点和规律，
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走自己的路，这是电视剧的发展方向。为
此要注意下面几点: ( 一) 充分发挥画面形象的艺术魅力。( 二)
充分发挥以快夺人、以新取胜的宣传优势。( 三) 深入开掘以小
见大、以有限见无限的屏幕潜力。( 四) 发挥电视剧长短相宜、
形式多样的长处。”② 马龙骧在 《电视剧艺术特点拾零》一文中
总结电视剧的特点为: “( 电视剧) 是宣传工具; 是群众艺术;
题材上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结合，以现实题材为主; 大 ( 连续
剧、系列剧) 中小结合，以中小题材为主; 在表现情景交融的
情节时，以表现情为主。”③ 王浩在 《深深介入的艺术》一文中
说到，电视剧艺术最显著的特征、最独具的特异功能、最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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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任远: 《电视剧杂谈》，见《屏幕前的探索》，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第 232页。

张凤铸: 《电视剧的欣赏和创作浅谈》，见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 《电视剧研究
资料选编 2》，1984年版，第 106～120页。

马龙骧: 《电视剧艺术特点拾零》，见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 《电视剧研究 资料
选编 1》，1984年版，第 269～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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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乃是“深深地介入”①。潘霞的文章 《电视短剧艺术的探
索》从选材上以小见大、创作上以情取胜、镜头的运用、新的
结构方式等几个方面对电视短剧艺术进行了观照。② 祖文忠、晓
枫在《漫谈电视剧》一文中认为: “电视剧是一种以电子技术为
媒介的综合艺术，它继承和发展了两千多年来戏剧的传统和理
论，又突破舞台框框时空的限制; 它囊括电影全部的艺术表现手
段，熔文学、戏剧、音乐、舞蹈、建筑艺术精华于一炉; 它深入
千家万户，具有任何艺术形式所无法比拟的群众性。”③ 第二，
关于电视剧的情节、结构问题，如赵玉嵘认为: “( 电视剧) 家
庭艺术的特性，要求剧情很快地展开，冲突迅速发展; 要求整个
戏节奏明快，情节简洁，人物来龙去脉清楚，并且有引人入胜的
魅力。”徐远辉认为: “( 电视剧) 出场人物不宜太多，场景变化
也不宜太大，更主要的，电视剧应该有如现实生活，不要人为地
制造冲突。”第三，关于镜头运用、画面语言，如徐远辉认为:
“研究电视剧的艺术规律，首先就要研究中近景和特写镜头的运
用规律，特别是特写镜头来展示人物细腻、复杂的心理活动，这
是电视剧特有的表现方式。”任远认为电视剧的画面语言 “必须
把三种通讯系统 ( 形象、语言和音响) 和两种生理刺激物 ( 视
觉和听觉) 结合在一起———空间性、视觉的时间性和声音”，在
结构上，则“取景，都以近视距的景别为主。而且，出于同样
的原因，对于要靠画面复杂、细腻的布局要审慎处理”。另外，
其对电视剧的分类等问题也有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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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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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浩: 《深度介入的艺术》，见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 《电视剧研究 资料选编
1》，1984年版，第 287～292页。

潘霞: 《电视短剧艺术的探索》，见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 《电视剧研究 资料选
编 1》，1984年版，第 328页。

祖文忠、晓枫: 《漫谈电视剧》，载于《戏剧艺术》，1980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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