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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电视剧观》

内容概要

宋人楼钥有两句诗说：“相期理看水流处，步履未倦夸经翩。”那是一种人生的境界和梦幻，更是一
种人生的观念和心态。我，尽付毕生年华，孜孜以求。
1937年9月6日，被母亲孕育了十个多月的我，出生在武汉市武昌八铺街附近的一段江堤上。那时，漫
过了低洼的江堤的伏汛大水还没有退下去。搭在大树下的一个凉棚，就是“产房”。呱呱坠地的哭声
中，我母亲和二姐发现，我的头上已经爬满了蚂蚁。后来，家人都说，像是命里注定，我这一生，会
在不断的历练中变得坚毅起来。
这，也许就是我的学术生命的源泉之一。

Page 2



《我的电视剧观》

书籍目录

我的“电视剧观”和“电视剧学科论”——《自选集》序电视剧原理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电视
剧原理》总论怎样揭示电视剧的本质特征?——《电视剧原理》第一卷《本质论·绪论》电视剧究竟是
什么?——《电视剧原理》第一卷《本质论·余论》电视剧艺术学学科理论体系建设刍议——《电视剧
艺术学学科论·绪论》电视剧艺术研究呼唤科学的研究方法——《电视剧艺术研究方法论纲·绪论》
怎样研究电视剧作品的艺术文本?——《电视剧原理》第二卷《作品论·绪论》电视剧价值的规范及其
体系创造——《电视剧原理》第一卷《本质论》增订本之一章电视剧艺术评论是什么?——《电视剧评
论丛书》总序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回眸20世纪90年代一场电视剧文化的较量寄厚望于“长江后
浪推前浪”——《自选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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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电视剧观》

章节摘录

书摘躬逢北广建校50周年华诞，同仁共襄盛举，推出《北广学者文库》首批24种。我有幸忝列其间。  
 选目既定，自然要有一篇序言之类的文字放到一卷之首。于是，我写了底下的几千字，对这部《自选
集》做一点必要的说明。    我想说说我的“电视剧观”和“电视剧学科论”。这可以说明10年来我在
这个领域里所作的一番理性思考，以及对这种理性思考所作的学理性的文字表述。现在，学界业已认
可，我的相关的理性思考及其学理性的文字表述，属于“原创”。我以为，只有“原创”，自己才算
无愧于我们这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民族，无愧于我们这个充满活力鼓励奋进的时代，当然，也无愧
于我为之奉献了近40年的“北广”的教育事业，无愧于这套意义不凡的《文库》。    我想起了五年前
的一件小事。那是在北广首次招收博士生的复试考场上，一位中年考生带着异样的神态点着我和我师
弟高鑫还有好友张凤铸的名字说，“都是老一代的学者了⋯⋯”为了区别于我们这一代人，这位中年
学者后来拿电视剧做学问，是从“洋人”那里拿来了“解构”和“后解构”的一堆什么主义和方法，
浅入深出地加以排列而后显示了自己的“新派理论”色彩的。当时，我就想，自己被这班“新锐”们
列为“落伍者”之一，大概缘于我在1997年出版的《电视剧原理》的第一卷的一些电视剧的观念，还
有我在1998年发表的那篇演讲《冲出怪圈  走向辉煌》对中国电视剧的现状所作的尖锐的批评，以及对
改变现状、解决问题的热切的呼唤。那篇演讲辞，从北京到地方，先后有多家刊物发表，好像知音不
少，反映不错，自然，也有大摇其头，颇不以为然者。    也是在那一年，南方一家杂志两位素不相识
的朋友真心实意地向我约稿，我就顺势跑出了京城，借人家一块宝地，试探性地发表了当时在京城一
些报刊并不容易发表的长篇史论文字《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就整个20世纪90年代里后现代主义
思潮对中国电视剧艺术事业的“偷袭”和对中国电视剧艺术理论的“侵蚀”现象及相关问题，挑战了
我们京城里几位颇有一点名气的中青年学者和批评家及媒体工作者。果然，不久，另一位中年学者找
上门来“兴师问罪”了。在京城一家号称“核心期刊”的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长文里，我和我那篇《守
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被这位中年学者“点名”为，持“文化保守主义的批判主义立场对电视剧市场
化所带来的结果几乎作了完全否定，以一种‘激进’的‘反市场化’的姿态代表了相当部分知识分子
对包括通俗电视剧在内的大众文化现状的一种忧虑”。“9·11”过后，2001年隆冬时节，眼看大乱之
后国际航班飞行较为安全了，我便提前结束学术假休假，从美国回来。上班头一天，我的博士生们就
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我，还将那篇长文复印下来送给了我。我在博士生的《广播电视艺术学前沿》课堂
上提到了这场论争，阐释了我的意见。随后，我在本院学报《现代传播》上发表了那篇题为《艺术事
业、文化产业与大众文化的混沌和迷失》的长篇应对文字。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依我做人和做学
问的个性而言，“落伍”也罢，“保守”也罢，都不会动摇我，改变我，相反，只会使我更加坚定，
更加自信，还有，就是更加勤奋治学，更加追求真理，更加致力于学术原创，更加维护学术的尊严。
这样，几年下来，我坚定守望，辛勤耕耘，春华秋实，多有新作就教与世人，社会上，电视剧业内，
学术界，学校同事和学生里，还有媒体，支持我、激励我的声音也就日渐多了起来了。比如，集结我
近年的一部分电视剧理论和批评文字的《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一书出版后，《文艺报》、《中国
文化报》、《中国艺术报》、《中国教育报》及《中国建材报?文艺副刊》等报纸都作了报道，发表了
书评。《文艺报》还在7个月内先后两次发表长文评论这部文集。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先行“发表”
一个“声明”了。下面，我要抄录下来一些支持我、激励我的文字。这样做，我无意于炫耀自己。眼
看都年近古稀的人了，功名利禄什么的，我敢说，被那位中年学者所指认为“落伍”的我们，曾庆瑞
、高鑫、张凤铸等等的这一代人，真的看得很淡很淡了。我以“傻吃酣睡、没心没肺”为快乐人生的
戒律，就是证明。现在，我要记下这些文字，是想用它们来标举一种学说、一种精神的胜利，并且纪
念一种人品、一种文品的辉煌，同时，还继续书写这一代中华民族的文化人如何老骥伏枥还要志在千
里的境界和情趣。而所有的这一切的胜利、辉煌和境界、情趣，都不属于我一个人，它绝对是我们这
一代人共同拥有的一座美丽的精神家园。    评论者说，《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一书给与读者的
最大感受和启示”是，“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今天，我们应该共同守望”一种
“‘作为人类精神瑰宝’的艺术精神”。这种艺术精神“是对艺术超越性、独创性、典型性的追求，
是对艺术真善美的认同，是理性不是非理性，是审美不是审丑，是创造不是复制，是情理的升华不是
欲望替代性的满足”。还有评论者说，“将厚重的一册《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打开，你很快就会
发现”一种“令人起敬的精神光泽，感受到在当下语境中几近荒芜了的心灵震撼”。那种“令人起敬
的精神光泽”便是，“它所代表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坚定立场”，“而独立、尖锐、社会批判责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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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电视剧观》

是这一文化定位的闪光标志。”再就是，当本书“以其卓越的批判精神直面骨弱气傲的电视剧批评界
时，不难想见这是中国电视剧史上一件令人鼓舞的幸事”。有青年学者说，这部书，“从方法论研究
，到文本结构体系研究，再到价值结构体系分析和批评尺度的认定，一个电视剧理论大厦的宏观构架
已经初步展示在读者面前了。”有中年学者说，这部书，“是一次满载意义的电视文化拓荒，是电视
剧艺术学学科体系的奠基，也是中国媒介学者充满尊严的文化出场的宣言”。更令人感动的是，年逾
古稀德高望重的江苏社科院研究员陈辽先生，特地在《文艺报》上发表《电视剧艺术学的积极探索》
一文，赞誉这部书“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电视剧艺术学学科的一部奠基之作”。“曾庆瑞所要建立的电
视剧艺术学学科，既不是照抄照搬外国的电视剧艺术学，也不脱离世界电视剧艺术学的普遍规律，而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剧艺术学科。”文章摘引了书中我对别人讥讽我“左”的回应文字。那文字是
：“说实话，我不喜欢‘左’、‘右’的价值评判。我只崇尚科学，其中，包括历史科学，包括艺术
科学，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崇尚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家的应有的人品和文品。
”对此，陈辽先生说：“我欣赏这样的艺术襟怀！”    还要特别说到的是，高鑫、吴秋雅合著的《20
世纪中国电视剧史论》一书，在说到电视剧理论建设时，指出，我在1993年以后设计并启动的《电视
剧艺术丛书》，“标志着对‘电视剧艺术’的研究，开始真正纳入‘学问’和‘学理’的层面”，“
由社会学的、文学的研究向着电视剧艺术文本的研究深入发展，而显示出研究的理论性；由电视剧艺
术的孤立的研究向着多学科相互滲透的研究深入发展，而显示出研究的综合性；由零散的、局部的研
究向着全方位的、整体的研究发展，而显示出研究的体系性；由传统课题的研究向着现代化课题研究
的深入发展，而显示出研究的前沿性。”这种“新的高度”“使电视剧这一门艺术开始拥有一门独立
的学科，获得不容置疑的重大理论意义”。    除此之外，对于我在这些年所作的电视剧研究方法、电
视剧批评方法的研究和理论阐释，以及电视剧批评实践中表现出来的“特立独行的批评精神”，《文
艺报》、《电视研究》等报刊上也有中青年学者著文予以肯定和称赞。最新出刊的《中国电视》2004
年第3期上，王卫平的《影视批评的贫乏与丰富》一文，在说到当今的“学者批评”时，还说到黄会
林、我和高鑫等人的“影视艺术批评与研究，成就卓著，影响良好，他们不仅为影视艺术专业的学科
建设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为影视艺术的文化建设、艺术建设提升了品位和档次。”    好了，有朋友会
问了，你究竟提出了一些什么样的观点和论说，居然引发了如此这般的不同的议论呢？我想，这部《
自选集》里收的文章所标举出来的自己近十年来在电视剧和电视剧学科方面的见解，大致上可以简单
地作如下的概括。    就“电视剧观念”而言，我在《电视剧原理》的《总论》和全书第一卷《本质论
》的《绪论》、《余论》里，还有别的一些文字里，说到，电视剧，在它本原的意义上，乃是一种特
殊的客观存在的人类社会精神文化现象，新兴的审美的社会意识形态，艺术的一个品种。就其在本原
特征基础之上的艺术领域内的种属性的、类型化的特征而言，电视剧乃是一种在电视屏幕上演剧的艺
术，是通过电视屏幕上演剧去进行审美的艺术。其艺术语言，或者说演剧载体，则是电子技术化了的
声像符号系统组成的画面和画面的组合。电视剧艺术的发生学的基因是它的文学特性。其审美性体征
是它的文化蕴含。原始生命力则来源于电视意识。    在《怎样研究电视剧作品的艺术文本》等篇文字
里，我还界定，电视剧作品的整体构成，及全部电视剧现象的存在状态和运动过程，是以它一系列的
特定内容和某种特定方式存在于特定的形态之中的。这种作品的整体构成，是电视剧艺术唯一真实的
存在。这种状态和过程，乃是“现实世界”经由“表现世界”幻化为“虚构世界”而至于创造“价值
世界”。这使得电视剧具有了虚构性、审美性和流动性的特征。这“虚构世界”就是可以相对独立的
电视剧的艺术文本。其组成，一是形象内容系统，二是语言形式系统。    如同《电视剧价值的规范及
其体系创造》等篇文字里写下来的，电视剧艺术的创作活动，其实就是一种创造审美价值的活动，即
创价活动。电视剧艺术的审美价值是在于，电视剧的创作者们立足于对生活的某种独特感受、独特发
现这个基础，出于某种情感的、思想的需要，通过艺术的想象，用画面讲故事，在画面讲述的故事中
对世界进行一种审美的再创造，即，将现实的生活世界幻化为虚构的艺术世界，使这个艺术世界中的
艺术形象或艺术形象系列，艺术地显现出某种精神指向来，用以引导和评估人的某种社会实践和认识
，为人服务，为社会服务。这种创价活动，也就是作品的社会功能得以实现的过程。其价值体系则是
真、善、美的综合价值体系。    现在要说到我的“电视剧学科论”。    《自选集》里的《电视剧艺术
学学理论体系建设刍议》一文是由原来的好几篇文章整合而成的。它是我的学科论的一份“纲领”。 
  我提出了一个名为《电视剧艺术学学科理论体系》的课题。这里的几个关键词的释义是：“电视剧
艺术学”，是要就电视剧艺术事业及其相关的文化产业建立一门相对独立的艺术学的分支学科；“学
科理论”，是指，要在“学科”的高级的层面和级次上而不是别的什么较为低级的层面和级次上，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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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电视剧观》

立对于电视剧现象作面面观的“原理式”的或者说“学理性”的“理论”阐释；“体系”，则是说，
要在“系统”的意义上或者说“谱系”的意义上建设这个分支学科的学科理论。当然，随着电视剧艺
术事业及其相关的文化产业的继续发展，这个“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    在说到建设这个理
论体系的必要性的时候，除了谈到现实的需要，我还特别请出了一位尊神黑格尔。黑格尔在他的《美
学》第三卷的《序论》里说：“每一门艺术都要求一门独立的科学，随着对艺术知识的爱好不断增长
，各门艺术科学的范围也就愈来愈丰富，愈广阔，⋯⋯每一门艺术乃至其中每一各别小部门也就愈需
要有它自己的很详尽的专门的研究。”这种强烈的学科意识，完全适合于我们中国的电视剧艺术学学
科理论体系的建设工作。从人类社会生活和文化现象来讲，没有这每一门的独立的科学，人们便无法
确定这每一门的艺术在世界精神的总体系中的地位、面貌和作用。事实上，任何一门艺术，在她走向
成熟的时候，创作和人们对于创作的理性思考，总是携手并进的。因此，有独立的艺术存在，就应该
有相应的独立的艺术科学存在，电视剧艺术也是如此。不仅在学科建设意义上，就是从电视剧艺术作
品的创作、传播、接受、鉴赏及批评来看，从电视剧艺术事业的决策、管理、宣传及跨文化交流工作
来看，从电视剧艺术专业人才的培养和高等教育事业来看，建设我们的中国特色的电视剧艺术学学科
理论体系也是非常必要的。    我又提出了本课题研究的应有基本思路。即，本课题的研究定位于具有
新世纪新学科前沿性或前沿色彩的基本理论的研究，也定位于成体系的研究，还是重大理论问题的研
究，也是重在实践应用的研究，还追求在整个学科体系意义上广泛而又深刻的原始性创新的研究。    
研究方法上则应该注意做到强化学科意识、方法论意识，用系统论思想对电视剧艺术作面面观，注意
学科的体系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并吸取和借鉴多学科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强
化创新意识。在体系上，内容上乃至观念、著述模式、著述风范上体现出创新的色彩，是一系列新的
艺术科学的发现和新的艺术理论的创造，构建的是一个由新知识、新思考方式和实验手段以及新话语
、新言说风貌相结合的新的艺术科学理论的学术体系，一个新的、分支性的艺术学科，一套包蕴丰厚
、底蕴札实、深沉凝重而又生机勃勃的艺术科学的学理。    我对这个理论体系设计了比较完备的课题
谱系。这个谱系有电视剧艺术学学科建设、电视剧艺术的外部社会关联、电视剧艺术的原理、电视剧
艺术文本构成元素、电视剧艺术文本类型或文体、电视剧的题材、电视剧艺术的创作元素、电视剧艺
术的接受、电视剧艺术发展史、电视剧的地域文化及流派、电视剧比较研究等支系。其中，比如《电
视剧艺术哲学》、《电视剧艺术与法》及《电视剧策划艺术论》、《中国电视剧叙事学》等大量的子
课题都属于新创。    对于电视剧艺术学学科理论建设，我还在电视剧艺术史和电视剧艺术研究方法的
问题上有过专门的论述。尤其是方法，在学界，这也是第一个。一个“史”，一个“论”，再一个“
方法论”，这正是支撑一门学科的鼎立的“三足”。    就学科的基本组成而言，在“史”、“论”之
外还有一个“批评”。    关于“批评”，我专门写过一篇《电视剧艺术评论是什么》。我无比地执着
于俄国诗人普希金的一个很有名的论断：“批评是科学。批评是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和缺点的科学
。”这些年，除了对作为一门科学的“电视剧艺术批评”本身做出了一系列的学理性的阐释，我特别
致力于批评实践，以期用实践来演绎“究竟什么是电视剧艺术批评？”    为此，我选进了几篇批评文
字，意在通过自己对于《三国演义》、《太平天国》、《大宅门》的批评表明我的电视剧批评观和方
法论。这里边，还有一种特别的批评，就是我对大众文化造成的一大批“商业电视剧”在总体上的媚
俗、低俗、恶俗、卑俗的倾向所持有的毫不留情的批判。用作补充的是两篇关于《太平天国》批评的
批评。我想说明的是电视剧批评自身的建设。    最后，我也要很遗憾地说明，由于字数的限制，还有
很多文章无法收进这部《自选集》了。那些文章，也都是我这些年走过的学术道路上的一点足迹。比
如，我在《文艺报》上发表的《感应伟大的时代，追随着民族的腾飞！》、《电视剧要以塑造真善美
的民族文化形象为己任》、《必须重视国家文化安全》、《刹一刹亵渎文学名著和经典的歪风》，在
《中国电视》、《电视研究》、《当代电视》、《电视艺术》、《电影文学》上发表的一些剧评文字
。其中，有一些，还颇有影响。我对2002年和2003年的电视剧作品及电视剧批评的综述，另有视角，
获得好评。大量的剧评文字还说明，我很重视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和艺术本体特征并举的评论规则。这
些东西虽然这次不能辑入了，好在，目前，除了一些科研立项的项目内的著作，我正在编选《守望电
视剧的精神家园》的第二辑，希望不久能够问世。还有，那篇《必须重视国家文化安全》算是说出了
我的一种忧虑。也许，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里，有太多的人永远都有一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结
，实在难以释怀了。    话说远了，这篇《序言》也该打住了。编选这样一部《自选集》，不管怎么说
，总有一点“一个阶段又过去”的意味。不过，一生为人为文，我总以宋代诗人楼钥的名句“相期更
看水流处，步履未倦夸轻翩”自勉。此番校庆庆祝活动中，还有一部书出版，就是《北广名师治学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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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边，有我一篇《但付年华予笔墨》，说到了我的心志。为了电视剧艺术学学科理论体系建设
的事业，我会矢志不移地去实践这种心志的。    2004年4月24日于京西昆玉河畔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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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宋人楼钥有两句诗说：“相期理看水流处，步履未倦夸经翩。”那是一种人生的境界和梦幻，更是一
种人生的观念和心态。我，尽付毕生年华，孜孜以求。    1937年9月6日，被母亲孕育了十个多月的我
，出生在武汉市武昌八铺街附近的一段江堤上。那时，漫过了低洼的江堤的伏汛大水还没有退下去。
搭在大树下的一个凉棚，就是“产房”。呱呱坠地的哭声中，我母亲和二姐发现，我的头上已经爬满
了蚂蚁。后来，家人都说，像是命里注定，我这一生，会在不断的历练中变得坚毅起来。    这，也许
就是我的学术生命的源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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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nothing at all just shit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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