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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传播概论》

前言

当人类还处于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蛮荒时期，就开始了原始涂鸦和图腾摹画等媒介传播的信息释放
。在科学和技术日趋进步和完善的今天，这种天性正被无限地放大，人类交流和传播的渴求也随着影
视技术的日新月异被大大扩展。著名传播学理论家麦克卢汉曾经有个经典论断：“媒介是人的延伸”
。而今，影视技术则延伸了媒介。摄影术的发明昭示着人类进入了“机器复制时代”（瓦尔特·本雅
明），经过技术的加速发展，使得当初简单的摄影而今已成为以电影、电视、广告、动画等多媒体为
主导的、庞大而又综合的传媒系统，以此应运而生的影像文化正全面渗透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让我
们不得不冷静地思考和应对这种潜在的力量。传媒技术的更新使得影视传播理论不断被刷新，定位各
异的影视专业也相继建立，现代影视传媒专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融汇理论与技术、多媒体与多学科并
存的综合学科，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随着国家在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下对文化建设和传播的日
益重视，更多懂理论和实务的影视专门人才正大量被社会所需，这也为高校影视方面人才的培养创造
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和发展动力。本套书系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了打造影视专业人才，集合了众多
的专家学者的智慧和经验编写而成的。本套书的编写针对多数同类教材在系统性和连贯性存在的不足
，打破常规，注重双基，关注新媒体中影像技术的发展，吸收最新的影视理论和技术成果，以注重基
础、促进教学、关注前沿、强化实践、精益求精为宗旨，特别强调了学术性与实用性、理论性和实践
性、经典性和当代性、严谨性和规范性、综合性和创新性相结合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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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传播概论》

内容概要

全书25万字，共五章。第一章：影视传播的产生和发展。从纵向考察了人类传播的产生和发展概况，
特别是电影、电视发展的历史。第二章：影视传播的属性和特征，分别讲述了影视传播的艺术属性和
文化属性以及影视传播的共同特征和差异性。第三章：影视传播的内容、形态和功能，分别讲述了影
视传播的内容构成，电影、电视传播的形态及多种功能。第四章：影视传播的符号和语言。分别讲述
了影视传播的符号系统和语言系统。第五章：影视传播的接受和批评，分别讲述了影视传播的接受、
接受的差异以及影视接受的批评原则和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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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智忠，男，重庆梁平人，汉族，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副教授，作家，在读博士生。主要从事影视
批评、影视传播和写作学等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已发表论文《试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电影》(1996年)
、《突破/收获：阐释》(]997年)、《电影剧作创新断想》(2004年)、《远离“弒父”：新生代影像策
略的惨胜》(2005年)、《影像独白：徐静蕾电影解读》(2006年)等40余篇。出版的专著、教材有：《电
影的读解》(2000年)、《现代应用写作教程》(2002年)、《影视鉴赏》(2004年)、《影视艺术导论
》(2005年)等10余部。主持的在研课题有：“影视文化传播与重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6年重庆
市社会科学重点课题)、“镜像阅读研究”(2005年西南大学发展基金课题)等4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
开始，创作发表散文诗等各体文学作品近百万字，著有散文诗集《心碑》(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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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影视传播的产生和发展　第一节 人类传播的演变　　一、口语传播　　二、书写传播　　三
、印刷传播　　四、电子传播　　五、网络传播　第二节 电影的传播及其技术演变　　一、电影的发
明　　二、无声电影的传播　　三、有声电影的传播　　四、彩色电影的传播　　五、高科技电影的
传播　第三节 电视传播及其技术演变　　一、电视的发明　　二、彩色电视　　三、卫星传播　　四
、有线电视　　五、高清晰度电视　　六、数字电视第二章 影视传播的属性和特征　第一节 影视传
播的艺术属性　　一、影视传播的审美特性　　二、影视传播的综合艺术属性　　三、时空艺术属性
　　四、视听艺术属性　第二节 影视传播的文化属性　　一、机器文化属性　　二、大众文化属性　
　三、产业文化属性　　四、娱乐文化属性　第三节 影视传播的共同特征和差异性　　一、影视传播
的共同特征　　二、影视传播的差异性　　三、影视传播的局限性第三章 影视传播的内容、形态和功
能　第一节 影视传播的内容　　一、新闻咨询　　二、教育与服务　　三、审美娱乐　第二节 电影
传播的形态　　一、故事片　　二、纪录片　　三、美术片　　四、科教片　第三节 电视传播的形态
　　一、电视新闻类节目　　二、社教类节目　　三、电视文艺类节目　　四、电视服务类节目　第
四节 影视传播的社会功能　　一、影视传播的一般社会功能　　二、影视传播的负面影响　　三、影
视传播负面功能原因分析第四章 影视传播的符号和语言　第一节 符号与影视　　一、符号学及其基
本概念　　二、电影符号学的基本理论　第二节 影视的符号系统　　一、影像　　二、画面　　三、
镜头　　四、声音　　五、文字　第三节 影视传播的语言系统　　一、蒙太奇语言　　二、长镜头语
言　　三、蒙太奇语言与长镜头语言的比较第五章 影视传播的接受和批评　第一节 影视传播的接受
　　一、影视传播的受众　　二、影视接受的过程　　三、影视接受的形式　第二节 影视接受的差异
　　一、接受心理的差异　　二、接受环境的差异　　三、接受目的的差异　第三节 影视批评　　一
、影视批评的含义和特点　　二、影视批评的原则　　三、影视批评的对象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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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大众文化属性电影属于最大众化的艺术。电影从19世纪末诞生以来，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和普遍
接受，被誉为“第七艺术女神”。它借助光电声画等现代化的手段，将世界的神奇瑰丽、善恶美丑，
把人们的现实生活、梦想王国表现得出神人化、真实而浪漫，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实
现电影大众化的重要途径是类型化，这恰好和大众文化的平面化、消失深度相一致。类型化并不败坏
观众的兴致，相反，它还能积极培养大众的某种口味。尽管电影观赏与美食享受有本质的区别，但其
道理几乎是一样的。受大众消费需求左右的电影，从欣赏层面上看，相对于传统的精英文化占主导地
位的时代，其品味要求明显有所下降。也就是说，观看电影已从传统的专家指导偏重于审美的观看，
变成了侧重于娱乐的大众自由观看。专家指导性的削弱和大众自主性的增强，决定了电影市场由少数
人来定夺演变成了多数人的抉择。换句话说，大众文化的出现，本身也就决定了文化类型化的出现。
在这一意义上，电影类型是大众类型口味的反映。当然，从艺术最忌重复这一角度看，类型化也有它
的缺陷。但正像所有的艺术一旦走向成熟就必然会出现仿制一样，重复几乎又是不可避免的。创新固
然可贵，但它的前提首先是对以往成就的一种继承。过分强调创新，既使艺术的发展失去循序渐进性
，又使观众刚刚形成的较为稳定的“口味”变得不适应，从而迅速地失去市场。电视的方方面面更显
示出对于类型的依赖。大多数节目具有一些类型的标志，或者适用于既定的类型范畴，或者是类型的
混杂体（如戏剧小品，或“幸运52”、“开心辞典”一类综合性游戏节目）。整个行业依赖类型来进
行节目生产以及其他一些重要运作，比如自我定位（像体育频道、少儿频道、文化科教频道、戏曲频
道、音乐频道等），以及节目安排（在时间表中安排类型节目，例如，日问肥皂剧、黄金时段连续剧
、焦点访谈、电视歌手大赛、超级女声等）。受众利用类型来安排一系列的活动。同样，学校也常常
利用类型之间的区别来规划研究项目，组织特殊的专题讲座或课程。新闻评论员也将节目放置于类型
的框架中进行讨论。总之，电视节目的类型几乎无所不在，它的成功与否决定电视频道的收视率，直
接关系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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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呈现给诸位读者朋友的这本《影视传播概论》，是由重庆、四川两地部分高校从事传播学和影视研究
的青年才俊共同努力完成的。由于国内已有的影视传播学著作尚不多见，在体例上，我们着重借鉴了
史可扬先生所著的《影视传播学》（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等极其有限的几部著述。我们知道
需要努力的维面还有很多，我们将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不断呈现我们的研究实绩。我们力图站在影视
学和传播学的交叉点上，寻找影视传播学的有机契合点，以建构一部学理性、学科性、实用性俱佳的
教材。在这方面，韩敏博士协助主编做了大量的工作。本书由袁智忠主编，副主编有韩敏、李红秀、
李兴亮。全书的写作分工情况如下：第一章第一节：韩敏（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第二节：王惠
民（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第三节：魏凌（重庆邮电大学传媒艺术学院）；第二章第一节：鲜易
（四川教育学院中文系），第二节：韦济木（长江师范学院中文系），第三节：张晓玲（重庆科技学
院党委宣传部）；第三章第一节：李立（西南大学育才学院、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王乃考（西南大
学育才学院、武汉大学新闻学院），第二节：潘定大（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第三节：刘进华（
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第四节：王乃考（西南大学育才学院、武汉大学新闻学院）、李立（西南
大学育才学院、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第四章第一节：杨东（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第二节、第
三节：李红秀（重庆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第五章第一节：李兴亮（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
，第二节：曾洁（重庆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第三节一、二部分：袁智忠（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
，第三部分：韩敏（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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