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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视听丛书》总序

《岭南视听丛书》是广东广播电视工作者辛勤劳动的成果，是他们从实践

同理论的结合上，对岭南视听进行学术探讨的一套丛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广东广播电视的改革

也得风气之先，蓬勃展开。与此相适应，对广东广播电视及其改革的探讨研究，

也逐步深化。这是《岭南视听研究》学术期刊8年进程的动因，也是《岭南视

听丛书》出版的基础。从出版《岭南视听研究》，到出版《岭南视听丛书》，应

该说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后者是一个跨世纪的工程。它对加强广东广播电视

及其改革的研究，将会发挥积极作用。

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颇有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作为岭南文化窗

口的岭南视听文化，也是中国视听文化的颇有特色的组成部分。发展岭南视听

文化，不仅可以丰富岭南文化，也可以丰富中国视听文化。这是发展中国广播

电视必需努力的一部分。出版《岭南视听丛书》，加强对岭南视听的研究，正

是为了发展广东广播电视事业，为发展中国广播电视事业作出新贡献，

发展广东广播电视事业，根本在于人才的培养和成长。出版《岭南视听丛

书》，加强岭南视听研究，使广东广播电视工作者在实践中更好地掌握规律性，

减少盲目性，这是培养广播电视人才，提高其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

《岭南视听丛书》的陆续出版，将在岭南视听文化的大花园里，开出更加

灿烂的花朵。这是我们的期望。

骛幺彳
一九九六年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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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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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人民广播事业开始于1949年10月。广东电视的播出，则始于1959

年。从1949年到1987年本书记述下限共为38年。

38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一瞬。

然而，这38年，是翻天覆地变化的38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38年。

这38年，广东人民广播电视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人民广播电视工

作者队伍也从无到有，从少到多。

这38年，省级电台由从国民党接收过来的1个小型电台，发展为6个台

(6套节目)，开始形成系列电台；从单向灌输模式向双向传播模式发展。

省级电视台从零开始，发展为自办综合台两个，转播中央电视台和教育电

视台各1个，共发射4个台(4套节目)。
。

广播从只覆盖广州市部分市区发展到覆盖全省人I=／的68．4％。电视全省

人口覆盖率从零开始，发展到86．3％。

这38年，电台从使用钢丝录音机，发展到使用多种录音机和激光唱机；从

中波广播发展到中波广播、调频立体声广播和有线广播等多种广播手段相结

合的广播网络。

电视从黑白电视发展到彩色电视，从没有录像机发展到录像机、摄像机日

新月异，从无线电视发展到无线电视与有线电视相结合以及卫星传送节目与

微波传送节目相结合的电视传播网络。

这38年，广东广播电视形成分布全省的传播网络，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它

是本地区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重要的耳目喉舌，构成全省人民群众文化生活

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正在逐渐成为广东全省的新闻舆论中心。

这38年，又是曲折前进的38年。人民广播事业经历了初创阶段和发展阶

段，正当以更成熟的姿态向前迈进的时候，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广播电视

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和摧残。虽然为了利用广播电视宣传“文化大革命"，也需

要增添播出发射的设施设备；但是整个广播电视被扭曲了，如同国家经济发展

一样大大地落后了。这就加重了“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和恢复发展的任务；

但这也形成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发展的强大动力，加强了广播电视工作

者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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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广东在改革开

放中先走一步，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开办经济特区。与此相适应，广东

广播电视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的阶段，振兴的阶段。

这是个腾飞的时代。国家在腾飞，广东在腾飞，广东广播电视也在腾飞。

1987年不是一个句号，更不是一个休止符。腾飞，越过1987年，事业正

在方兴未艾。

随着改革开放和技术的发展，广播电视更多的功能在开发，更多的传播手

段和传播模式将诞生。广东广播电视的前景十分广阔。

在这令人鼓舞的改革、开放、腾飞的年代，记下我们广播电视走过的历程，

总结我们做过的事情，看看我们前进的路向，特别是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的经验，可以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让我们的广播电视更加健康，更加活泼，

更加繁荣。甚至在若干年后，需要查阅这一段历史，这里也提供了系统可靠的

史料，从中可以得到教益。

本志是由77位同志集体编写的(为此出过力的人更多)。经过4年多努

力，才完成此项工程。但这只是我们为广东地方志这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做出的

一点微薄的贡献。

《广东广播电视志》编辑委员会

199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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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实事求是，全面系统地记述广东广播电视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记事，根据省志编委办公室的规定“上起事物在本省的发端，下

限一般断至1987年”。广东广播发端于1927年，因此，《广东广播电视志》上

限从1927年“广州市播音台”筹建开始，记述重点放在1949年10月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三、本志叙事的地域范围，以1987年广东省行政区划为准，内容包括原

未建省的海南行政区。

四、本志共设13编，并设《概述》、《大事记》、《人物志》及《附录》，均

平行排列。各编分章、节、目，横排门类，纵述史实。部分章、节内容，间有

交叉，但从各章、节的特点出发，各有侧重。

’五、文体。采用现代汉语书面语(语体文)、记述体。

六、字体。除个别必要使用繁体字外，一律用国务院1956年公布的《汉

字简化方案》和1 964年批准的《简化字总表》中的简化字。

七、数字书写按1987年2月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部门公

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五位以上的数字，．尾数零多

的，以“万”、“亿"为单位；计量单位按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颁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的有关规定，记述历史事件中的计量数，仍按

历史上使用的旧计量单位记载。

八、引文。引用与本志有关的重要资料，加引号并注明出处：作者、译者、

书名(题目)、刊名、版次、卷次、期次、页码、出版单位和出版年代等。

九、称谓。历史朝代名称，按照省志编委办公室统一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后，称为“建国前"和“建国后"，建国前段称“中华民国"，并加

注公元纪年，建国后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构名一般以印鉴为准。人名用

直书姓名，不加褒贬之词。为反映历史，有些冠以职务、职称(专业技术职

务)。外国人名第一次出现时括注其外文原名。地名除经国务院和地方政府正

式命名或更名外，一律用历史或习惯称谓，并加注今名。科技术语、名词、名

称，一律用中文名称，没有中文名称的加以说明。文件、会议、公报、组织机

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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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简称均在第一次使用时用全称。凡外国人名、地名、机构名称、报刊杂志

的译名以新华社公布的为准。

十、本志注释采用在当页下面编码脚注的方式，不编通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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