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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背后》

前言

　　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社会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变化，其中人们感受最真切的一个变
化是“我们已经生活在媒介的时代”：起床时的电视，上班路上的广播，工作大楼电梯口的分众传媒
显示屏，办公室里的互联网，办公桌上的报纸、杂志，下班后又是晚报、电视⋯⋯用传播学的话来说
传播无时不在，媒介无处不在。　　对于中国普通老百姓来说，60年来覆盖面最广、影响最大的当属
电视了。由于它没有文化水平的限制，没有印刷发行的困难，观众不用阅读只是观赏，并且声画并茂
，还有不少娱乐性的内容，所以它成为大众传播媒介中的后来居上者。正因为它的影响越来越大，学
界对它进行研究的人数和成果也日益增多。其中，电视纪录片的研究，便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最
近30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大事。这种转变不仅有体制与经济的转型，也伴随有思想的冲
撞与意识形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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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背后》

内容概要

《真实的背后:中国电视纪录片话语分析》内容简介：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社会发生了
许许多多的变化，其中人们感受最真切的一个变化是“我们已经生活在媒介的时代”：起床时的电视
，上班路上的广播，工作大楼电梯口的分众传媒显示屏，办公室里的互联网，办公桌上的报纸、杂志
，下班后又是晚报、电视⋯⋯用传播学的话来说传播无时不在，媒介无处不在。
对于中国普通老百姓来说，60年来覆盖面最广、影响最大的当属电视了。由于它没有文化水平的限制
，没有印刷发行的困难，观众不用阅读只是观赏，并且声画并茂，还有不少娱乐性的内容，所以它成
为大众传播媒介中的后来居上者。正因为它的影响越来越大，学界对它进行研究的人数和成果也日益
增多。其中，电视纪录片的研究，便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最近30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大事。这种转变不仅有体制与经济的转型，也伴随有思想的
冲撞与意识形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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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背后》

书籍目录

序绪论  一  电视纪录片：一种特殊的社会话语  (一)话语与现代传媒研究  (二)作为载体的电视纪录片  
二  话语分析：理论与实践模式  (一)话语理论  (二)话语分析及其在中国电视纪录片中的实践模式  三  
中国电视纪录片：历史与研究现状  (一)关于中国纪录片发展史的研究  (二)关于纪录片话语的研究  四  
问题与意义：中国电视纪录片的价值旨归  (一)问题与思路  (二)意义与价值第一章  中国电视纪录片发
展的话语轨迹  一  1958～1979年：新闻纪录片的时代  二  20世纪80年代：国家振兴语境下纪录片的崛起 
(一)军事题材专题片  (二)大型电视纪录片  (三)政论性纪录片  (四)纪录片栏目  三  20世纪90年代：多元
话语众声喧哗中的纪录片探索  (一)主流纪录片  (二)精英纪录片  (三)大众纪录片  四  21世纪：盛世中国
的呼唤与向主流话语的回归  (一)2001～2002年  (二)2003～2004年  (三)2005年  (四)2006年  (五)2007年  五 
专题片与新纪录运动  (一)专题片  (二)新纪录运动第二章  历史语境下纪录片形态的变迁  一  左倾思潮
影响下的纪录片形态  (一)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二)“大跃进”及其纠正  (三)“文化大革命”  二  改
革开放浪潮中纪录片理想主义的勃发  三  传媒市场化及向大众文化的转型  (一)传媒市场化与传媒体制
的选择  (二)从精英走向大众的电视文化  四  话语的多元共生与载体平台的变革  (一)多元交融的电视文
化  (二)电视媒介面向市场的一系列改革第三章  纪录片变迁历程的语态分析  一  官方话语的一枝独秀  
二  官方话语与精英话语的蜜月期  (一)大型电视纪录片的兴起  (二)政论性纪录片的探索  (三)电视纪实
栏目的萌芽  三  大众文化时代多元话语的碰撞与交融  (一)政治话语的大众化  (二)大众话语的异军突起 
(三)偏居一隅的精英话语  四  主流话语语态的回归  (一)多元建构和回归主流  (二)DV的大众化  (三)用
精英的视角纪录现实第四章  纪录片变迁历程的语义分析  一  极左时期的政治婢女  (一)文本：主题先行
，声画剥离，风格单一  (二)话语实践：小众传播，灌输，传播效果差  (三)社会实践：政治权力主导，
为政治服务  二人文精神的恢弘复归  (一)文本：画面加声音，单声道与多声道，追求美而忽略纪实  (
二)话语实践：民族精神，系列播出，专题模式  (三)社会实践：政治话语与精英话语的统合  三  平民时
代的纪实空间  (一)文本：回归纪实  (二)话语实践：群体化创作，栏目化播出  (三)社会实践：文化变
迁，关注百姓生活  四  崭新世纪的多元追寻  (一)文本：故事化，真实再现，题材开拓  (二)话语实践：
娱乐化，频道化  (三)社会实践：主旋律，社会责任第五章  纪录片运作的权力机制分析  一  大众传媒与
话语操控  (一)传媒话语：权力的眼睛  (二)传媒规训：文化的领导  (三)纪录片表现：艺术场的法则  二  
策略转换与幕后推手  (一)受众定位与策略转换  (二)空间转换与看不见的手  三  话语格局与权力类型  
四  文化重构与价值再造  (一)当代中国文化类型的重组  (二)纪录片类型分化与多元价值取向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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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通过对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史的剖析，我们能够对媒介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媒介构建国家意识
形态的功能有更清楚的认识，在我国，电视媒介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和喉舌，其本身就是国家意识形态
的代表，作为其主要传播文本的纪录片更与意识形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电视纪录片发展的最
近几十年，正是中国大众文化由萌芽到成熟，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交融、博弈的过程，作为最具文
化品格的电视文体纪录片，必然受其影响，被其左右。因此，对中国电视纪录片50年发展史的剖析，
能够为学界关于大众文化与传媒，精英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提供更好的注脚
。　　在对中国电视纪录片近50年发展轨迹的梳理和解析中，可以总结出纪录片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为中国电视界现阶段正进行的纪录片市场化改革和纪录片发展创新提供借鉴和帮助。同时，在中国这
个具有特殊国情的国家里，纪录片不仅有传播知识、普及文化的责任，更具有引导舆论、对外宣传等
政治功能。对其发展史的阐述和剖析，对更好地发挥电视纪录片的作用，更好地为国家和大众服务，
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综观现阶段纪录片发展史的研究，要么是从历史学角度人手，要么从叙事
学角度人手。而本书把话语和话语分析理论引入到纪录片研究中，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深度展示中
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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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好纪录片难做⋯⋯
2、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3、好多重复的话，可是对我写论文真是帮了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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