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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摇 概摇 述

电视是一种专为在电视机荧屏上播映的演剧形式。它兼容

电影、戏剧、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造型艺术等诸因素，是一门

综合性很强的艺术。电视剧是一种适应电视广播特点、融合舞

台和电影艺术的表现方法而形成的艺术样式。

电视是信息社会的主要传媒导体，电视的历史比留声机、收

音机，电影要短，而中国电视的历史就更短，从 员怨缘愿 年中国建立
了第一座电视台算起，至今才刚好六十年，中国电视大发展时期

仅仅二十年的事情。但是，就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中国已经成

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电视大国，无论在电视机的生产上，在电视台

的数量上，在电视机的数量和电视观众人数上，都可以说是无与

伦比的。

中国电视艺术的形成是伴随着电视发展起来的电视艺术而

成，作为一个新兴的艺术部门，展现出了它蓬勃的生机和强大的

生命力。尽管它还带有初创期的幼稚、粗糙，但是，它却以特有

的传播优势和兼容特性，使其品种甚多，发展迅猛，成为在全国

具有最广泛最深入影响的艺术形式。电视剧创作的发展与成

熟，已经使它成为人们日常的文化娱乐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

其他形形色色的综艺节目，以及电视散文、电视小品、电视戏曲、

电视音乐等如雨后春笋，构成了五彩缤纷的电视画廊。

中国电视艺术的繁荣，不但使之成为一种新兴的电视文化，

而且成为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和传媒平台。它不但代替了拥有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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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观众的电影的地位，而且给原来的文化系统造成巨大的冲

击，并使之牵动了文化艺术系统的深刻的结构性的变动和推进。

在娱乐和传媒界由于电视艺术的超强传播威力和巨大传播

效果，使之在满足全国人民的文化娱乐需求和提高全民族的文

化素质上负有不可推卸的巨大责任和历史使命。

七十年代电视艺术还处于初创之际，在艺术形式上还没有

成熟，在艺术品种上还未能稳定，在艺术质量上还需要更加精

致，在从业人员的文化艺术素质上还有待提高，它不但要看到自

己的巨大成就，而且要更清醒地看到自己的不足，才能更意识到

自己的历史使命，从而把电视艺术推向一个更繁荣更高级更丰

富多彩的历程。

随着时代信息化的发展，科技技术的日新月异，电视迅猛发

展。就电视品种而言就有上百多种，如网络电视、移动电视、平

面电视、液晶电视、电视盒、电视卡等，根据广大消费的环境和条

件的需要应有尽有。中国电视在本世纪中国社会的风风雨雨

中，历经艰难曲折，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简单到复杂，终于取

得了为世界瞩目的成就，走进千家万户，成为社会的主要传媒。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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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摇 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历程

电视剧的艺术特性主要表现在其艺术陈述的富于弹性和声

像兼备的特点上。电视剧是电视艺术的主体，在所有的电视艺

术品种中，电视剧是最具有电视艺术特色的。从继承关系来说，

电视剧是戏剧和电影的延伸，而从实际的发展来看，电视剧也受

到广播剧的启发和影响。

电视剧的艺术特性主要表现在富于弹性的容量和富于弹性

的表现手段，决定了它在反映生活时可以做到“全景展现”和

“高度逼真”。它的弹性容量，短则如单本剧，可同电影的容量

相同，而中篇和长篇连续剧和系列剧，从四五集到十余集、数十

集，甚至成百上千集，都是可以做到的。这样，电视剧的艺术陈

述应有一种浑整圆照的追求，以适合消闲的家庭观赏的氛围和

观赏心理。它在叙述故事时，讲究悬念，讲究起承转合，曲折跌

宕，不宜留下更多的想象“空白”。同时，它的弹性表现手段，使

之具有艺术展现的自由度，它不必像舞台剧和电影那样紧迫和

逼促。在故事的构思、事件的陈述、形象的展示诸方面，都可以

得到充分的舒展，充分的呈现。在视觉审美上，它不必强求电影

画面所带来的冲击和震撼，但可以运用展现的角度自由、画面组

合的自由和艺术叙述的自由获得自己所特有的审美效果。在电

视剧的表演上，它要求更真实更自然些。

·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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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摇 艰难探索的创始期

员怨缘愿 年 缘 月 员 日，中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即
现在中央电视台）开始试验广播。到 远园 年代初，上海、天津、广
东、黑龙江、吉林等省市陆续建立了电视台。据统计，员怨远员 年，
北京市只有电视机一万台，观众是很少的。

电视技术的条件和接受条件制约着电视艺术的发展。在创

始期，中国只有黑白电视，主要靠直播，而且演播和转播的设备

都比较简陋。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所有的文艺节目都是在演播

室直接完成并同时播出的，或者在剧场直接转播。电视剧的创

造和制作，也是采取演播室直播的形式。建台不久，员怨缘愿 年的 远
月，中央广播实验剧团即根据《新观察》上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

《一口菜饼子》改编播出了中国第一部同名电视剧。

员怨缘愿 耀 员怨远远 的八年中，北京电视台共制作直播电视剧 怨园
部，全国各地共制作直播电视剧二百余部。从内容题材来看，大

都以现实题材为主，并为现实服务，特别注重电视剧的教育价值

和作品的社会意义。配合当时的中心任务的，如《一口菜饼子》

（忆苦思甜，节约粮食）、《一打手套》（增产节约）、《像他那样生

活》（根据越南民族英雄阮文追的事迹改编）等；歌颂英雄人物、

歌颂新人新事的，如《三月雪》（根据同名小说改编，写一位英雄

女共产党人的故事）、《我的一家》（据陶承的革命回忆录《我的

一家》改编）、《江姐》（据小说《红岩》中的江姐的故事改编）等；

其他如少儿题材也较多，如《刘文学》（根据英雄少年刘文学的

事迹编写）、《小英雄雨来》《虾球》（根据黄谷柳的《虾球传》改

编）等；还有一部分是根据外国的小说戏剧改编的，如《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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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日本坪内逍遥同名独幕剧改编）、《莫里生案件》（根据美

国马尔兹同名独幕剧改编）等。从总体看，创作的剧目较少，改

编的较多，特别是根据名家的小说戏剧改编的较多。

从艺术形式上来看，限于技术等条件，当时只能制作短的电

视剧，短的 员园 耀 圆园 分钟，一般 猿园 分钟，最长的一个小时左右。
因系直播，给演出带来的难度较大，甚至比舞台演出都还要困难

些。有时，中间也插进一些用电影胶片拍摄的片断和外景。这

一阶段的直播电视剧，在艺术上还比较幼稚，还处于摸索实验之

中，但它为后来的电视剧大发展奠定了一个初步的基础。

员怨远远 年 远 月，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到来，全国人民都陷入
厄运之中，而中国的电视艺术在“四人帮”所谓“彻底砸烂 员苑 年
文艺黑线”的文化专制统治下，除播出“样板戏”和几个指定的

电影外，电视艺术节目的制作基本上停滞了。中国的电视剧，以

及所有的电视艺术进入了十年的停滞期。

第二节摇 突飞猛进的发展期

员怨苑远 年 员园 月打倒“四人帮”之后，中国的电视经过了一个
短暂的恢复阶段，不久，即在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方针指引下，迎来了 愿园 年代中国电视
的迅猛发展的历史阶段。据新华社报道：员怨愿愿 年，我国成为世
界上最大的黑白电视生产国，彩电产量也跃居世界第三位。我

国城乡电视机拥有量突破 员 亿大关，达到 员员圆园园 万台。截至
员怨愿苑 年底，全国的电视台已由 员怨愿猿 年的 缘圆 座发展到 圆怨圆 座，电
视人口覆盖率达到 苑园豫。而电视观众已由 员怨苑愿 年的 苑愿源园 万增
加到 远 亿，成为世界上拥有电视观众最多，电视市场最大的国家

·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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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愿园 年代电视的迅猛发展，带来了中国电视剧艺术的繁
荣。其主要成就和发展特点有两点。

一、海外、国外电视艺术的影响

改革开放带来电视的大发展，改革开放也为电视引进了大

量的海外的电视艺术节目。一是满足了不断增长的观众的电视

文化需求；二是使中国电视艺术工作者从中得到借鉴，推动了具

有中国特色的电视艺术创作。

愿园 年代初，最早引进的影响较大的电视连续剧，如美国的
《大西洋底来的人》《加里森敢死队》，日本的《姿三四郎》，以及

稍后的香港的《霍元甲》等，给中国的观众带来一阵阵的惊喜，

一阵阵轰动，使人们突然发现电视居然有这样巨大的传播效应，

把千百万观众吸引到电视机前，甚至造成“万人空巷”的景观。

这些，直接刺激和催动了中国电视连续剧的生产。

特别是中央电视台引进的一批英法的电视剧如《达尔文》

《大卫·科波菲尔》《老古玩店》《鲁滨逊漂流记》《居里夫人》

《苦儿流浪记》《娜拉》《安娜·卡列尼娜》《卡斯特桥市长》《这

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受到中国观众的热烈欢迎。后来又有日

本的《血疑》《阿信》，巴西的《女奴》，墨西哥的《诽谤》《卞卡》

《坎坷》等，这些电视连续剧的播出给中国的电视艺术工作者的

启示是：第一，这些电视剧多系根据名著改编，原著就保证了其

高度的艺术性，无疑鼓舞了中国电视艺术工作者改编中国名著

的热忱；第二，这些电视剧制作的精良也起到一种艺术示范的作

用，使中国电视剧在白手起家的条件下，一开始就走了同话剧、

电影联合的路，把话剧和电影的艺术力量吸引到电视剧创作中

来；第三，在电视剧制作观念上也给人们带来启示：那些通俗电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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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剧，充分显示了电视连续剧的娱乐功能和电视占有人们闲暇

时间的填充作用，使中国电视艺术工作者看到电视艺术的威力

和潜力。所有这些，催动着中国电视剧创作高潮的迅速到来。

二、电视剧创作的繁荣

中国的电视剧生产发展很快。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中央

电视台到全国省市台，从单本剧到连续剧，十年间，使中国成为

一个电视剧的生产大国。据统计，员怨苑愿 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
员怨 部电视剧，到 员怨愿源 年就跃升到 苑源园 集，到 员怨愿愿 年再次跃升到
员愿园园 集，十年间，几乎是成百倍地增长。如果说，员怨苑愿 至 员怨愿猿
年还是中国电视剧创作的试验期，那么，从 员怨愿源 年开始，愿园 年
代中国的电视剧就跨入一个大发展的繁荣时期。其主要成就表

现在：

一是短篇电视剧创作的迅速成熟。

出现了一批艺术精品，不但具有高度的思想性，而且在艺术

上也具有独创性，它标志着在短短的时间内单本剧的创作就达

到圆熟的境界。它们既吸取了电影的优点，又显示出电视剧的

特色。有人把这一时期称作是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的“短篇电

视剧时期”。

短篇电视剧，它是指 员 集或者分上下集的电视剧，它相当于
短篇小说和电影故事片。员怨苑愿 年 缘 月 圆圆 日，中央电视台播出
了《三亲家》，这是新时期第一部短篇电视剧。员怨愿园 年中央电视
台根据杜保平的短篇小说《绣花床单》改编的《凡人小事》，就是

一部非常有影响的短篇电视剧。从那时起到：员怨愿猿 年，大约五
年间即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短篇电视剧作品，如《有一个青年》

《新岸》《大地的深情》《卖大饼的姑娘》《山道弯弯》等，虽然它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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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中国电视剧的起步作品，但却表现不俗，锐意创新，善于捕

捉生活中的诗意，力图走出中国人自己的电视剧创作道路。它

们以动人的故事、清新的风格、感人的形象，揭示生活内在的美，

赢得了观众。《新岸》的编剧李宏林说：“我回顾了看过的一些

失足青年的生活的作品，多是外界因素拯救了失足青年，他们被

拉着走向新生。我想从这里寻求突破，去着力表现失足青年经

过党的教育后的那种自新精神，揭示他们潜藏在内心中的强大

的韧力，描绘他们在走向新岸的严峻路程上所表露出的心灵

美。”之后，出现了如《新闻启示录》《走向远方》《希波克拉底誓

言》《太阳从这里升起》《秋白之死》《病毒·金牌·星期天》《一

个女记者的画外音》《燃烧的心》《道是无情却有情》《走进暴风

雪雨》《燕儿窝之夜》《紧急起飞》《走向远方》《蓝屋》《强行起

飞》等。这些作品同优秀的电影故事片相比毫无愧色，大约十

年，短篇电视剧的创作即走向艺术成熟的道路。

这些短篇电视剧表现了一些突出的艺术特色。首先，是它

的纪实性。由于电视剧在电视这种大众传媒上播出，无疑受到

它的影响，使之也带上某些新闻传播的特性，这就是电视剧的纪

实性。如《一个女记者的画外音》写的是一家衬衫总厂进行改

革的故事，它以纪实的方式生动地描写了工厂改革的实绩，以及

在改革过程中的各种人物的心态，在观众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编导奚佩兰借用国外一位电视剧导演的话说：“电视剧的主要

任务是反映大众生活，它是时代的记录。编导要观察各种各样

的社会问题。寻找产生问题的原因，反映出人们的悲伤和欢乐、

苦难和幸福。不反映人们的爱憎，称不上电视剧。”其次，是纪

实性同政论性、哲理性的融合。如电视剧《新闻启示录》就是最

典型的例子。编导选取了“工作野餐”、“家庭总统”、“黎静自愿

·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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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挖泥船赔偿谈判”等九个事件，来反映南亚大学乃至整

个社会的改革问题，带有强烈的政论色彩和哲理的内涵，给人以

耳目一新的感觉。其三，各具一格的拍摄方式。《燃烧的心》采

用了散文式的结构，《紧急起飞》采用的报告文学式，《秋白之

死》则是传记的方式。《秋白之死》的艺术成就在于塑造了一个

独具个性的共产党人的形象，获得了 员怨愿苑 年度中国电视“飞天
奖”电视单本剧一等奖。

二是电视剧连续剧的创作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尽管对电视连续剧缺乏创作经验，但是也很快掌握了拍摄

的门道，并创作了一批足以同海外的电视连续剧相抗衡的作品。

它们不但在主体上响彻着时代的主旋律，成为人民健康有益的

精神食粮；而且题材多样、体裁多样、风格多样，形成百花齐放、

五彩缤纷的艺术景象。

电视连续剧，可分为中篇电视连续剧和长篇电视连续剧。

一般来说 猿 集至 愿 集为中篇电视连续剧，而 愿 集以上则是长篇
电视连续剧。但是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将中篇电视连续剧和

长篇电视连续剧放在一起论述。

中国的电视连续剧是从 员怨愿园 年中央电视台制作的《敌营十
八年》（怨 集）开始的。播出后受到观众的批评。之后，愿园 年代
初期推出的《蹉跎岁月》《武松》《鲁迅》《高山下的花环》《华罗

庚》等，表现了中国电视连续剧最初的良好势头：既有小说的改

编，也有古典名著的实验；既有现实的题材，也有历史的题材，可

以说从多方面做了探索，为电视剧的大发展做了直接准备。

员怨愿缘 年根据老舍同名小说改编的《四世同堂》（圆愿 集），是中国
电视剧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篇电视连续剧。播出后获得

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反响。它以抗战时期沦陷后的北京为背景，

·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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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了普通百姓可歌可泣的故事，特别是在抗战胜利 源园 周年的
时候播出，就更为激动人心。

中国的电视连续剧一开始就呈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

并很快形成主潮。它以对社会和时代的强烈关注，把广大观众

所关心的社会焦点和热点问题作为重要的题材，表现出鲜明的

社会审美特征。如反映改革的《新星》《寻找回来的世界》等，在

播出时就成为人们关注点。其他如《故土》《花园街五号》《雪

野》《雪城》以及《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等，都成

为脍炙人口的作品。《新星》写的是新上任的古陵县委书记李

向南，在推进改革中遇到以县长顾荣为代表的阻力，通过他的精

明果断，不畏险阻，勇于斗争，终于战胜了邪恶，“顺乎民心，出

了民气”。有人认为，李向南是一个类似当代包公式的改革派。

此后，表现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凯旋在子夜》《高山下的花

环》，成为观众所关注的焦点，牵动着亿万观众的心灵。从接受

的角度看，正是这些“社会问题”，触及了观众敏感的心灵，引起

了中国观众的强烈共鸣。《篱笆·女人和狗》，它以浓厚的农村

生活气息，透过一个农村大家庭的人伦关系和爱情纠葛，深刻地

反映出新时期传统的伦理道德的延伸和变迁。

由于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历史题材的资源非常丰富，自然

成为电视剧所关注的内容。而以当代的意识观照历史，更能使

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得到观众的首肯。员怨愿圆 年拍摄的《飘然太
白》，即因情节离奇、趣味不高、缺乏当代意识而失败。员怨愿远 年
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制作的由陈家林导演的 员远 集电视连续
剧《努尔哈赤》陡然问世，却出奇制胜，一举成功，把历史题材的

电视剧推向一个高峰，从此历史剧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努尔

哈赤》以崭新的视角，把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于复杂

·园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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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纠葛、复杂的事件、复杂的人生中写出一个活生生的复杂的悲

剧性格的悲剧命运。员怨愿愿 年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又推出了 圆愿
集电视连续剧《末代皇帝》，一个末代皇帝的命运，折射着一段

屈辱的中国现代历史，它给人带来思考，带来历史的教训。在历

史题材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片种，就是传记片。由于观众对伟大

人物的热爱，以及这些历史人物的生活给人们的深刻的人生和

历史的启示，所以成为电视剧拍摄的一个重点。如《华罗庚》

《少帅传奇》《向警予》《严凤英》《徐悲鸿》《评梅女士》《李大

钊》等剧，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

愿园 年代名著的改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电视剧把现当代
和古代的著名文学作品拿来改编，不但是其题材的重要来源，而

且是电视剧创作成功的重要保证。新时期最能赢得观众喜爱的

电视剧的重要品种，即改编的古典文学名著：由《武松》掀起了

改编古典名著的浪潮，员怨愿缘 年湖北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的《诸
葛亮》（员源 集）同样获得成功。特别是 员怨愿苑 年中央电视台播出
的长篇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吸引了千百万观众。它第一次全

景地展示了《红楼梦》中形形色色的个性生动的人物形象，比较

真实地展现了元妃省亲、探春远嫁、秦可卿出丧等恢宏的场面，

较好地叙述了大观园中发生的故事，从而得到专家和观众的首

肯。但《红楼梦》的改编也有缺点，主要是对后四十回改编不够

慎重，舍高鹗续本而取曹雪芹原意，看来并没有取得预想的艺术

效果。员怨愿苑 年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与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了
圆缘 集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同样造成轰动效应。反映现当代生
活的现当代文学名著，是现当代著名作家对现当代生活的真实

而深刻的艺术反映。因此，电视剧将其拿来改编，是最能收到事

半功倍之效的。如《蹉跎岁月》《有一个青年》《乔厂长上任记》

·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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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寻找回来的世界》《上海的早晨》等，

都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名著改编电视连续剧成为中国电视

剧制作的一个重要的经验，一个好的传统。

第三节摇 圆园 世纪 怨园 年代的成熟期

中国的电视艺术进入 怨园 年代，中国的电视剧创作进入了一
个成熟的时期。其主要标志是：一是它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

的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电视剧发展道路；二是创作了

一大批优秀的电视剧，其中不乏艺术精品，形成了具有民族特

色、民族风格的艺术格局；三是培养一个老中青结合、具有一定

艺术水准和创作能力的电视剧创作队伍；四是形成了具有中国

特色的电视剧制作的运行机制。

一、现实主义的深化

如果说现实主义在 愿园 年代成为电视剧创作的主潮，那么，
怨园 年代则表现为现实主义更为深化、更为广阔的特点。

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革命现实主义作品，这些剧作不但具有

在题材选择上侧重于重大题材，更注重反映出时代的主潮和时

代的精神。著名的有浙江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的《中国神火》、

上海电视制作中心和中央电视台影视部合作拍摄的《天梦》。

前者以高度的热情展现了中国，“两弹”诞生的艰苦历程，塑造

了新中国的开国元勋、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解放军官兵等一

批百折不挠、艰苦创业的光辉形象；后者讴歌了中国航天战线的

知识分子艰苦卓绝、彪炳史册的业绩。在这之后推出的《太阳

的摇篮》《亚细亚人》《出路》《大潮汐》《商界》《公关小姐》《情

·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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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珠江》《和平年代》等，都是属于响彻着时代主旋律的剧作。

在艺术也越来越臻于成熟，把英雄的主题、时代的精神熔铸于鲜

活的人物形象和曲折动人的故事之中。近年来的《突出重围》

《紫荆勋章》《大雪无痕》《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更有了新的

突破。如《突出重围》，就突破了多年来军旅电视剧创作的模

式，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大视野，以“科技强军”的宏伟的主

旨，写出了当代军人的气概和风貌，拍得震撼人心。特别是其当

代的观念和当代的意识，带来了高度的时代紧迫感。

题材的多样化。千姿百态的生活进入电视剧的视野，说明

现实主义的触角更为开阔，如《外来妹》《编辑部的故事》《半边

楼》《过把瘾就死》《咱爸咱妈》等，特别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

生活》《牵手》等在同类电视剧中，不但在题材上有所开掘，在艺

术上有所突破，而且有了更深层的文化韵味和思想意蕴。《贫

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把现实主义推向一个新的深度，它把对

生活的思考蕴藏在故事之中，而显得具有一种特有的生活诗意

和哲理概括。张大民一家的生活，张大民对幸福和幸福生活的

理解，那种平民百姓的理解，以及作者深蕴其中的对老百姓的同

情、热爱，引起亿万观众的同感同受。还有海外题材的开拓，也

是 怨园 年代的题材特色。员怨怨圆 年，北京电视剧艺术中心推出的
《北京人在纽约》，是第一部在国外拍摄的中国人在国外拼搏的

故事，自然使人关注。它一方面是 愿园 年代开始的出国潮的艺术
产儿，一方面，又成为拍摄海外题材或者留学生题材带头者。此

后，如陆续推出的还有《大陆人》《上海人在东京》等一批类似题

材的作品。

员怨愿怨 年播出的 缘园 集《渴望》，写的是“文革”中普通百姓的
命运，写出了他们的悲欢离合。它在中国电视剧史上是一个转

·猿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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