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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新闻叙事研究》

前言

　　传媒叙事是传媒产品的核心问题，它总是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社会的变革，观念的进步而不断
嬗变，蔡海龙的著作《电视新闻叙事研究：传媒生态视阈下的现实观照》就着重将电视新闻叙事研究
置于传媒生态之中，强调电视新闻的叙事是一种受诸多现实因素影响和羁绊的社会活动，作者力图超
越传统的电视新闻叙事研究模式，以相关的传媒生态和叙事理论作为研究基点，体现出研究的新思路
和新视角，有助于深刻地揭示电视新闻的叙事本质。　　蔡海龙是云南大学新闻系首届硕士研究生，
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就在平面媒体和电视媒体中有过实践体验，并对传媒叙事产生了研究兴趣
，2006年考入中国传媒大学，攻读电视新闻学博士学位。学习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电视新闻、传媒生
态、传媒技术、传媒体制、叙事学、符号学等相关著作和研究文章，梳理出电视新闻叙事研究的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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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前期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电视新闻叙事研究:传媒生态视阈下的现实观照》对电视新闻领域的
核心问题——叙事——进行了描述、阐释和批判。为了弄清电视新闻叙事的本质以及制约电视新闻叙
事的机制、因素，作者在传媒生态相关理念的启发下，主要运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对我
国知名的电视新闻栏目进行研究，并辅以对大量电视新闻叙事文本的分析。这样的研究思路不仅让我
们看到对已经成形的叙事文本的分析，同时还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洞悉文本生产过程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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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海龙，1979年生于云南昆明。博士，现就职于北京工商大学新闻系。曾先后就读于云南大学人文学
院新闻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电视系。参与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中国广播电视
新闻改革研究》、北京市教委面上项目《北京数字电视用户收视状况及市场拓展策略研究》、国家广
播电影电视总局社科项目《中国经济类电视节目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等。在《现代传播》、《新闻
界》等核心刊物上发表新闻传播领域的学术论文十余篇，其中有的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
》全文转载。曾先后到春城晚报新闻中心、新华社云南分社、中国青年报云南记者站、云南电视台新
闻中心、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和《焦点访谈》栏目、北京电视台财经频道进行学习和实践，发表
新闻稿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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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 朱羽君序二 张洁绪论第一章 传媒生态与叙事：对两个理论体系的整合　一、生态与传媒生态　
二、叙事第二章 电视新闻内部生态及其对叙事的影响　一、制播技术：电视新闻叙事的基础与创新动
力　二、节目定位：框定电视新闻的叙事特征　三、叙事主体：电视新闻品质的缔造者第三章 电视新
闻外部生态及其对叙事的影响　一、传媒体制　二、政策规制及其对电视新闻叙事的制约　三、其他
媒体的新闻叙事活动对电视新闻叙事的影响第四章 当下电视新闻叙事的新现象　一、新兴的电视新闻
叙事特征　二、影视语言叙事特征的凸显与创新　三、叙述方式的转变第五章 电视新闻生态及其叙事
特征的发展前景　一、电视新闻内部生态的演化方向　二、电视新闻外部生态的进化趋势　三、双重
回归：电视新闻叙事特征的发展前景结语附录一 案例解析附录二 新闻栏目访谈参与观察日志参考文
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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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而构成电视新闻内部和外部生态的这些因子就是考察叙事变化的参数。国内著名的传媒研究专家
喻国明曾提到，推动今天中国传媒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来自三个方面：除了传媒自身的发展逻辑和
变化规律之外，社会大系统的发展和变化所提出的要求对于传媒业的功能、角色转型与建构往往具有
根本意义上的规定性；此外，传播技术的革命性进步所导致的媒介生态的基础性改变也在“制造”或
“销蚀”着传媒业发展的可能空间，我们对于中国传媒业发展大势所作的判断，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
路基础上考察和研究的结果。接下来我们就力图在审视当下中国电视新闻生态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对
电视新闻叙事的发展前景做一个分析。　　1450年，德国人古登堡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技术，为报纸
的诞生奠定了技术基础，创造了物质条件。之后，在人类媒介的发展史中，无论是摄影，还是广播、
电视的诞生，都是建立在相应的技术和物质基础之上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媒介行为是精神生产的过
程，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但媒介行为又不是纯粹的意识形态。事实上，媒介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形
而下的物质生产性质，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全新媒介的涌现，媒介生产方式的变革也必然随之
而来。今天，数字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媒介形态，不断催生着从未有过
的媒介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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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的表面有些脏 而且有破损 看着不像新书 可能是商家太匆忙了吧 但是拿到书以后心情不太晴朗 
但是快递还不错 预计3月2号到的 今天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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