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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剧攻略》

前言

韩国电视剧进入中国始于1993年，即中韩建交的第二年，但未引起巨大反响。直至1997年的韩国电视
剧《爱情是什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韩剧开始逐渐热起来，此期，随着韩国政府积极开展文化交流
、制定适合竞争的文化政策，音乐、服饰等文化商品与韩剧一同敲开了中国乃至东南亚地区的大门，
“韩流”一词便从此流传开来。作为“韩流”一部分的韩剧热的形成，既是韩国文化自身在多变的历
史环境中锤炼的结果，也是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采取文化开放姿态的结果。韩国在1945年摆脱日本
殖民统治以后一直处于频繁政权交替的不稳定状态，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长期军人政府执政的
格局使韩剧在追求开放的话语空间中颇受周折。直至20世纪90年代金泳三“文人政府”的上台，电视
剧的多元化、商业化与民主化政策才得以全面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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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剧攻略》

内容概要

《韩剧攻略:当代韩国电视剧研究》从韩剧的历史、文化、产业、编剧、表导演、造型、音乐等诸多方
面，全面系统地对韩剧的发生、发展和特点进行了客观的描述和细致的剖析。不仅关注韩剧本身的价
值，也深入探讨了韩剧背后的社会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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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剧攻略》

作者简介

董旸，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讲师，戏剧戏曲学博士，曾出版《广播节目策划与制作》、《广播
剧编导》（合著）、《广播剧大系》（合著）等教材与专著，在国家级重点期刊上发表《传媒变局下
的广播剧之变》等多篇学术论文，并组织撰写《韩国文化产业研究》报告、《韩国文化产业全解密》
书系等。

Page 4



《韩剧攻略》

书籍目录

序一寿二第一章　历史　——在乱境中挣脱束缚，在竞争中迈向商业主义  　一、现代化发展与韩剧
孕育期（世纪～年代）  　二、“彩色”独裁与韩剧的转折期（世纪8年代）  　三、与民主主义同步发
展的韩剧（世纪年代）  　四、韩剧兴盛期（年始）第二章　文化　——传承儒家文化，寻求文化认
同点　一、韩国文化探源　二、韩剧中的传统文化意蕴　三、韩剧成功的文化成因　四、韩剧的文化
特征　五、个案分析——《大长今》第三章　产业运营　——寻找“靶心力”，建造经济补给新方式 
　一、社会背景　二、文化产业战略　三、产业管理　四、文化输出理念下的生产机制　五、以市场
为导向的全方位整合营销　六、个案分析——《爱情是什么》　第四章　编剧　——设计韩式编剧“
流水线”，酿造“水质”韩剧　一、编剧“人”与编剧“制”　　二、“水质”韩剧　三、编剧中的
“修辞态度”　四、个案分析——《我的名字叫金三顺》第五章　导演、表演　——制度效力、素养
为先　一、韩国导演与演员的基本状况　二、导演创作与演员表演　⋯⋯第六章　摄影第七章　人物
造型第八章　音乐附录　著名韩剧从业人员采访记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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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剧攻略》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历史——在乱境中挣脱束缚，在竞争中迈向商业主义电视剧是一种社会副产品，虽时有虚构，
但其商业策划、内容主旨等均与现实社会有关，可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某个时代的价值观、世界观以及
人们的生活状态，因此电视剧也是一种与社会成员进行沟通的媒介信息。由此，它不可能不受社会、
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诸多影响。1945年，韩国从日本的殖民统治摆脱出来获得解放后，经过美
国军政时期、6.25战争1以及李承晚2政权的统治后，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经过军事政变实现军队掌权
。之后，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长年置于军事独裁政权统治。此间，朴正熙3军事独裁政府为了
维持政权，以国营或公营的方式开始运作电视台等媒介。在这种环境下，一部分电视剧成为民众宣泄
对社会不满的窗口，当然也客观地推动了电视剧等传媒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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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剧攻略》

后记

本书完稿历时近3年，期间历经三个阶段：2004年，我与导师周华斌教授应韩国汉阳大学之邀撰写《韩
国文化在中国》调研报告，当时正值韩国影视文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在中国兴旺发展、攀升之际，“韩
流”的出现带动和影响了韩国周边国家民众的文化和社会生活，就连韩国自己也惊讶其张力，努力开
展学术研究、交流等活动，力求寻得、总结促使“韩流”形成的规律与经验。在协助韩方调研的过程
中，我们发现，中国民众对韩国文化正处于逐渐接受并认可的状态，韩国文化无论是在影视剧还是新
媒体内容上都占有骄人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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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剧攻略》

编辑推荐

《韩剧攻略:当代韩国电视剧研究》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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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剧攻略》

精彩短评

1、内容详实 系统介绍了韩国影视的发展历史
2、资料较老，但覆盖面较广，供学术资料参考，近几年韩剧的升级转变，希望在第二版里有所体现
。
3、比较全面，自己正准备研究这一块，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4、写论文必备之良品啊   支持当当
5、还是比较专业的分析.比以往的分析更细节更系统了
6、例子稍微旧了点，基本都是2006年以前的韩剧了，貌似这几年韩剧变化也挺大的
7、一般吧，出版的时间比较久了，例子比较老，凑活用吧。
8、给我启发很大~
9、对一个做产业研究的人来讲，看完本书没什么收获
10、散而空。基本上属于一个普及读本。
11、韩剧研究方面的一本综合性书~~值得参考一下
12、买来写论文用的，书中的有些内容能够给我启发和帮住，还不错吧。
13、专业性比较强
14、帮朋友买的，说是内容很有价值，帮忙很大！
15、想要写关于韩国电视剧的论文，但对于韩国文化、电视台制作模式不甚了解。这本书对我的帮助
很大
16、简单了解凑合看看吧
17、论文用书
18、广而不精
19、初中真是每期必入 好多年没看了 给青春五分
20、没什么实质帮助，原来韩国电视剧都是一个机位拍摄。
21、论文水平良莠不齐，整体有参考价值
22、因为写毕业论文而买的~整体比较细致的读了一边。有理论有分析。还是比较适合学习的。对一
些韩剧的分析也很到位。整体感觉不错。受益匪浅。
23、推荐给有兴趣进行韩剧研究的朋友。
24、中韩剧的差异还真是让人惊讶，其实在没读这本书之前也略知一二，现在似乎更是浮出水面了！
看完后突然想去韩国了，想去看看去⋯⋯
25、特别好看
26、从文化和技术等角度解析韩剧，还有个案分析，真的很有趣。不过，单纯追求娱乐的人还是别读
了~
27、感觉的凑着出一本书的叻。不过还蛮适合写论文的人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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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剧攻略》

精彩书评

1、我基本不追逐流行，因此对于新事物我的反应常常要慢至少一首歌的时间，慢热的人总是愿意用
较长的时间去接受和反复印证真正好的事物。小时候就看一些韩剧，一直到大学我才真正的承认比起
大陆电视剧和日渐式微的港台剧来，韩剧不管从剧情还是画面质量来说都要好看出几条街了。这本书
分出八个专题，分别从历史，文化，产业运营，编剧，导演表演，摄影，人物造型，音乐这八个方面
给我等对韩剧感兴趣的人介绍了韩剧之所以风靡亚洲受到广泛追捧的原因。就编剧这一方面，中国和
韩国的差别是巨大的。在韩剧的拍摄中编剧占有很高的地位，她们决定着剧情的去向，每一集的酬劳
几乎能够与演员持平，之后每次的重播都能抽取稿费的30%做为酬劳，相关的立法强有力地保护着他
们的知识产权。而在中国则不同，剧本往往要经过导演的二次创作不说，一个剧的主创人员中编剧拿
到的酬劳也往往是最低的，此后还要为版权作无止无休的斗争，他们远不如韩国编剧受尊重。真正靠
写剧有钱了的中国编剧没多少，广泛为人所熟知的就那么几个，在他们背后一片广大的群体常常连生
机都无法维持。电视不好看，剧本是关键。要让大陆电视剧离肉麻的历史神话篡改翻拍和浪费票子只
为吸因吐槽的雷剧远点，需要大量的表达编剧内心情感的作品，而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制片人一味拉
拢广告的应景附会之作。大陆需要电视编剧，而电视编剧需要生存的面包和勇气。到这里就和国家的
立法有莫大的关联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就完全无视版权两个字的存在翻译引进很多作家的作品，
虽然这确实对启蒙芸芸众生有莫大的作用，但是漠视版权的传统就一直流传了下来。从乱翻译外国作
品到做盗版光碟无所不有。针对版权问题大陆至今没有一个完善的立法。去年《北京爱情故事》热播
之后，陈思成和编剧吵著作权所有问题搞得沸沸扬扬大众看着这中热闹不知道说什么是好。在明确立
法这方面，中国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韩国的文化根基不深，他们所有的文化深受儒家影响，从源流
上讲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子系支流，是很弱势的。而就这样一个文化弱势的国家每一年却在向整个亚洲
地区尤其是中国和日本源源不绝的输送着强势的文化产品。其支撑力量是他们高超的生产传播策略。
他们有意模糊本国的民族身份和意识形态特征，弱化那些容易影响处于不同地域观众有效接受的因素
，用更容易理解视听语言取代那些只有本民族观众才能理解的符号。以具有渊源历史的东方文作为其
背景，吸取其中精华及富于商业化操作的成分，极大地弥补了其文化上的先天不足。这样我理解为我
们国家常常说的国际化——模糊自己本来的面貌，使自己更易于为人接受。中国在这一点上显然做的
不足，中国背景的影视剧极少能够打进欧美市场便是力证。可是在另一方面，中国如果也学韩国，搞
出一个平易近人的全球中华文化，会不会由此而逐渐淡化我么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呢？任何一样事物
要想做强做大就必须依仗政府机构的支持。在韩国政府的扶持之下，主流的电视台只有三家，KBS
，MBS，SBS。他们奉行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相互之间极少进行电视剧的买卖，电视剧拍完投播之
后往往就没什么反响了。国内市场极其有限，到国际市场上去进行交易就成为电视台自身播出之外的
主要盈利方式。这种操作方式使有限的资本被用于扩大再生产而非消耗在本国的竞争之中。这和中国
多家制作公司激烈的国内竞争模式很不同，也是由他们特殊的国情而决定的。韩国很早就确立了“文
化兴国”方针，将文化产业作为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为此专门设立了“无形文化财产厅
”来保护传统艺术，影视剧就包含在内。再加之国民都具有强烈的爱国心，民族自尊心和罕见的民族
凝聚力，与政府力量形成巨大合力。有如此坚实的后盾，他们的文化市场想不繁荣也难。而同韩国鲜
明相对的是我们国家对教育的不重视，对文化的不保护。几年前，我们的端午节被韩国申遗成功引来
国人吐槽一片，气愤归气愤，其实更应该反思的使我们的领导人。这么些年来逐渐流失掉的传统文化
何其之多，为什么只有那些眼看着被他国抢去的才扼腕叹息呢。现在每天打开优酷视频看上面热播的
剧目，大陆剧和韩剧，除非是由我喜欢的作品改编或一些特殊原因才会点开大陆的，我一定会毫不犹
豫的选择看韩剧。同样的使用昂贵的摄像机拍摄，天生丽质的演员演出来的电视剧，韩剧为什么看上
去就要更好看一点。抛开剧本，演员这些因素单就诚意，大陆剧远远不及韩剧。以大长今为例，拍摄
时间为六个月，剧组追求让每一个镜头都成其为一个完整的构图，极其注意灯光的使用，为营造出最
完美的画面他们往往只用一架摄影机来拍内景，他们还用了另外六个月来进行后期制作，调色。而大
部分的大陆剧怎么看上去都现实粗制滥造的，没档次的服装，粗糙的化妆，毫不讲究的画面观众看上
去就眼睛累不吐槽才怪。不过，大陆剧也许还是有希望的。去年火了一年的《甄嬛传》让我们看到了
一点希望的小火苗。这部宫廷剧用清一色的养眼美人，精致的妆容服装，华丽的场面来像观众宣布大
陆也有实力制作出精良的电视剧来。只是希望2013年也能出一部完成度能与之匹敌的电视剧出来，不
然我刚刚神奇的消小希望就会扑灭的。当然，韩剧固然有它强势的一面，现今也存在着很多很多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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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剧攻略》

陷。剧情老套，男女比例1:9的编剧群体为了出于自己的女性意识以及迎合女性观众的观看需求永远都
离不开超越现实的浪漫爱情主题，节奏缓慢，基本没有什么宏大叙事。她们的电视剧看多了就像吃多
了甜点，让人感觉甜腻腻的。中国电视剧界则男性编剧为主体，电视上热播的大量的军旅，商战题材
。在题材多样化这方面，大陆剧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只是雷人的剧情和粗糙的制作是硬伤。何时这
些都改变了，有一部画面优美，布景可圈可点，台词可圈可点，演员长得经得起大众眼睛考验的电视
举出来，我一定举起双手看大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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