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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家公认的我国第一篇将电视剧作为独立的艺术形态加以阐释的理论文章，是发表于1980年的《电视剧杂

谈》。本文对笔者本人发现的《电视剧浅议》一文进行了各方面的考证和分析，认为中国电视剧理论研究的起点应

是1964年发表的《电视剧浅议》一文，而这一时间比1980年提前了16年。 

关键词：《电视剧浅议》；《电视剧杂谈》；《广播业务》；赵玉嵘
 

 
 

 
 

一、考证背景
 

大家公认的我国第一篇将电视剧作为独立的艺术形态加以阐释的理论文章1，是北京广播学院教师任远发表于

198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电影与戏剧》第1辑上的、署名为汉生的《电视剧杂谈》。此说首先见于《中国电

视艺术发展史》之第七章《电视剧的观念创新与理论建设》2。本章撰稿者为高鑫教授，该章内容后来收录于《高鑫

电视艺术文集（上卷）》3，文后所注的写作日期为“1994年12月”，此时间与《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出版时间

相同，可见此说应由高鑫教授所创。另外，在高鑫教授1988年出版的《电视剧的探索》4、1992年出版的《电视艺

术概论》5和1993年出版的，由高鑫教授参与撰写的《中国应用电视学》的“第二编节目编”之“第九章 电视剧”

中都没有此观点出现，可见当时还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但在《电视艺术概念》基础上修订而成的1998年出版的

《电视艺术学》6则补充了这一部分内容，小标题与观点均与前述相同。另外2002年高鑫教授与吴秋雅博士的合著

《20世纪中国电视剧史论》7也继续采用了这一说法。高鑫教授这一说法流传较广，1997年吴素玲教授出版的《中

国电视剧发展史纲》引用了这一说法，8但在引用时该书将《电影与戏剧丛刊》误为1981年第1辑，据查证应为

1980年第1辑。关于《电视剧杂谈》，《中国电视剧发展史纲》有详细的转述，9在此不再重复引用。 

从1958年《一口菜饼子》到1980年，总共有22年的历史。虽然中间有我国有各项事业陷入灭顶之灾的文革

十年（1966年—1976年），但是从1958年到1966年的八年以及1976年至1980年的四年，还有十二年的历

史，在这一阶段中，萌芽和探索时期的中国电视剧还是取得了令人欣喜的发展和成绩，诞生了像《一口菜饼子》、

《党救活了他》、《相亲记》、《焦裕禄》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尤其《相亲记》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播出后

受到服务行业职工的热烈欢迎。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号召服务员都看看这部电视剧。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

率领有关人员到电视台开座谈会，称赞电视剧是‘文艺的轻骑兵’。”10 

在实践上能够取得如此成绩，但在22年中几乎未能诞生一篇关于电视剧理论研究的成果，并因此被称为“理论

空白期”，11无疑是电视剧理论及历史研究的一大遗憾。《中国电视艺术通史》对于“几乎没有一篇电视剧理论文

章”的原因的解释是：“电视剧尚未造成社会影响”、“电视剧尚未构成独立艺术”、“电视剧尚未涌现典范作

品”等。12关于原因的解释不可谓不充分，尽管中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一直落后于实践是业界普遍的共识，但是在

从1958年至1980年的22年历史中，发现并确证早于1980年的关于中国电视剧理论研究的文章的可能性，并不是

不存在。 

 



二、《电视剧浅议》的观点概述

在笔者博士论文的材料搜集和考证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篇名为《电视剧浅议》的文章，该文发表于由中央广播

事业局编印的业务刊物《广播业务》1964年第8期上，作者是后来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的赵玉嵘女士。《电视剧

浅议》不但认为电视剧是“独立的艺术形式”，还对“电视剧的特点”进行了系统总结，同时还就“舞台剧的电视

处理”、以及“直播电视剧与电视剧影片”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如果可以确证的话，此文可能是最早将电视剧作为

独立的艺术形态加以系统阐释的理论文章，而不是此前所认为的《电视剧杂谈》。 

《电视剧浅议》全文约7000余字，这在当时条件下这是比较长篇的理论文字了，比1980年任远的《电视剧杂

谈》（4000字）的篇幅还要长。该文开篇提到“电视剧在我国出现仅仅四五年。无论从哪方面看，它还很幼稚，还

谈不上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也就是说，大家公认的我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诞生之时的1958年，加上

这“四五年”，就应当是该文写作时的1963年，而文章的正式发表时间是1964年，符合时间的发展逻辑。 

全文共分三个部分：“电视剧的特点”、“舞台剧的电视处理”、“直播电视剧与电视剧影片”。 第一部分在

小标题“电视剧的特点”的统领下，作者展开了自己的论述： 

“电视剧和电影艺术片、舞台剧、广播剧一样，都是诉诸观众或听从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的艺术，但因它所依

附的表现工具不同，又各有其独特的长处和局限而构成的独特地表现手法。电视剧也因为它具有自己的语言（即表

现手法），才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13 

可见，该文首先承认电视剧与电影艺术片、舞台剧、广播剧等一样的“族性” ，但她紧接着就进一步就指出

“电视剧”是独立的艺术形式，其根据是“……它所依附的表现工具不同，又能各有其独特的长处和局限而构成的

独特的表现手法。”  

接下来该文以电影作为参照，对电视剧的特点进行了总结：
 

第一，电视机的屏幕不如电影的银幕大。……
 

第二，电视剧是深入到家庭里的艺术。……
 

第三，电视剧是在观众身边的艺术。……
 

第四，由于电视剧能“送货上门”，而不需要观众特地跑到剧场或影院去看，因此电视剧在篇幅上具有较大的

伸缩性。”  

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电视剧并不完全和电影一样，它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同时作者还注意到“电影在

电视里播映”这种情况，“播映电影，不能使观众获得理想的艺术享受，原因在于，电影所追求的是能在电影银幕

上获得良好效果的艺术形象，而不是在电视屏幕上取得良好效果的艺术形象。”从而进一步证明了电视剧与电影艺

术之间的区别。 

在第二部分“舞台剧的电视处理”中，作者结合自己的实践经历，对舞台剧与直播电视剧之间的差异作了详细

的区分，认为“实况转播的舞台剧存在着形式（电视屏幕）和内容（舞台剧）的不统一问题”。文章进一步指出

“在电视演播室经过排练再播出的舞台剧，比起实况直播的舞台剧，在电视化上要更进一步。”作者从“剧本”、

“摄像”、“表演”三个方面论证了这一观点。同时文章还承认“非常适合于电视化的舞台剧毕竟是极有限

的……” 

 在第三部分“直播电视剧和电视剧影片”中，作者认为“创立和发展符合电视特点的电视剧艺术”是必然趋

势。文章列举了直播电视剧独有的四个优点：①不用拍片子就可把形象直播反映到电视屏幕上。②因为不用拍片

子，生产过程简单，出节目快。③不像电影拍摄时前后起颠三倒四，而是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创作情绪比较连

贯。④演播的过程正是观众欣赏的过程，这种同时性，使观众更有亲切感、新鲜感和现实感。接下来，作者自觉注

意到了直播电视剧的缺陷：第一，“直播”不可能达到高质量；第二，播出完后无影无踪，使用效率低。因此，作

者认为“一味强调‘直播’是电视剧的唯一的或主要的生产方向，实际上将使电视剧走进一条狭窄的胡同。”14所

以作者强调“为了提高电视剧的使用效率，更为了提高电视剧的质量，使之不仅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而且要

让这种艺术形式成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有力工具，我认为除了部分争取时间，紧密配合形势、配合宣传新人新事

的电视剧需要直播，其他大多数电视剧应尽可能事前用影片或磁带摄录好，然后播送。” 

以上大量引用该论文的主要观点，可以视作是对该文的观点概述和内容摘要。这里可以首先明确的是，《电视

剧浅议》是将电视剧作为独立的艺术样式进行研究的理论文字，对电视剧的特点，对直播电视剧与舞台剧之间的差

异，以及电视剧的发展方向的认识，都是符合目前的现实和发展的实际的。如果将此文章与中国电视剧后来的发展

道路相互比照可以发现，中国电视剧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文章所描述的那样发展和前进的：直播剧的消失、戏剧式

电视剧的消失、电视剧的电影化、电视剧磁带化录播，等等，都在电视剧的历史上相继登台亮相。这不能不说这是

理论的力量和魅力，因此，如果将“电视理论滞后于实践”的诟病强加于这篇文章，显然是很不合适的。 

 



三、《电视剧浅议》的相关情况

此外，笔者还对《电视剧浅议》一文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查证，内容包括：
 

1、关于作者赵玉嵘
 

赵玉嵘，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1942年7月生，天津市人。从小学开始，她先后在昆仑影业公司、上影、上海

美影等单位做演员。中学毕业后，先后在中央广播电视文工团、珠江电影制片处等单位工作，担任过演员、场记、

副导演等职务。1978年调入北影。曾在《小梅的梦》、《小伙伴》等影片以及《红缨枪》、《虾球》、《小八路》

等电视剧中担任过女主角。与人联合导演了故事片《到青山那边去》和电视剧《姜守本当家》、《圈套》、《爱之

上》、《苏雅的故事》等。独立执导了电视剧《灰鬼》，与人联合创作了《刑场上的婚礼》、《姜守本当家》、

《圈套》等影视文学剧本。她撰写的《电视剧浅议》为我国早期较系统地讨论研究电视剧特性的论文。现为中国电

影家协会会员。15 

2、关于《广播业务》
 

《电视剧浅议》一文发表于由中央广播事业局编印的业务刊物《广播业务》。据《广播电视辞典》记载，《广

播业务》于1955年6月起试刊两期，同年10月创刊，至1958年共出刊13期。1959年起改为月刊，至1966年5月

停刊，共出102期16。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图书馆有全本收藏。 

另外还需要补充的是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理论刊物《中国广播》的前身即为《广播业务》，但此《广播

业务》非彼《广播业务》，据《广播电视辞典》记载，此《广播业务》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1988年创办的内部发

行的《广播业务》17，与1955—1966年刊行的原《广播业务》仅有同名之实，而无直接的承继关系。 

3、关于此文的转载情况
 

《电视剧浅议》在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1984年组编的《电视剧研究资料选编（1）》第170-181页有收入。

收入该辑时，编辑在该文后加注的解释文字是“原载《广播业务》1964年第8期”，笔者就是概括据此线索查证到

《电视剧浅议》确系《广播业务》1964年第8期所刊发。该研究资料选编收集了1983年底以前关于电视剧的大部

分研究资料，有丰富的文献价值。 

另外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原名中国电视剧艺术委员会）研究部组编的《电视剧艺术研究资料选编》也是早

期电视剧研究资料的重要文献，该刊物属于内部资料，由于该研究资料“初步奠定了我国电视剧理论研究的基

础”，因此被《中国电视艺术通史》视为“我国最早的电视剧理论刊物”。但是1983年出版时并没有收入《电视剧

浅议》这篇文章。而《中国电视艺术通史》第七章《电视剧的观念创新与理论建设》所使用的材料多选用了《电视

剧艺术研究资料选编》的文章，而不是《电视剧研究资料选编》，这可能也是导致该章作者未能发现《电视剧浅

议》一文的主要原因。 

后来许多理论研究文字在引用《电视剧浅议》一文及其观点多取自于《电视剧研究资料选编（1）》。如《中

国电视剧发展史纲》在“确认电视剧艺术的美学特征”一节论述中，专门大量引用了《电视剧浅议》的部分内容，

并且对于这篇文章的研究价值给予了肯定18。但是，该书作者也未能注意到该文后的注释：“原载《广播业务》

1964年第8期”，实乃遗珠之憾。 

四、《电视剧浅议》是否是“第一篇”？
 

《电视剧浅议》发表于1964年，1958年《一口菜饼子》之间还有五六年的时间。一般情况下，在当时比较封

闭的情况下，关于电视剧的探讨只能在中国本土电视剧出现之后才开始探讨，译介国外的电视剧情况更为少见。当

时仅有的负责国外广播资料译介的《广播业务译丛》还没有涉及到电视内容。 

可以明确的是，1955—1966年这一时期公开刊行的广播电视理论刊物很少。从《广播电视辞典》记载情况

看，当时在刊行的广播电视刊物无非有以下两种：《广播爱好者》，此刊物1955年7月创刊，1956年12月终刊，

共出18期；另外如创办于1959年的《广播业务译丛》，但此刊物2月创办，7月终刊，共出3期，19这是由当时的

中央广播事业局研究室编印的刊载国外广播资料和动态的不定期刊物。这两个刊物都命运不济，与《广播业务》相

比，它们的存活时间都很短。 

现在号称中国广播电视三大理论阵地的《现代传播》、《电视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创刊时间在上个

世纪的70年代末与80年代中后期：《现代传播》前身为《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创办于1979年；由中央电视台主

办的《电视研究》前身为1985年2月创刊的《电视业务》；而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原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主办的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则创刊更晚，1987年7月才创刊。在这些刊物上所发表的关于电视剧的理论研究文章在80年

代才真正开始出现。其中《现代传播》发表的第一篇电视剧研究文字是蔡晓晴的《我是怎样导演电视剧〈有样一个

青年〉的》，发表在1980年第1期。另外两个刊物发表的第一篇目前不详。此外，其它广播电视刊物的创刊时间

是： 

 



1979年秋，天津的《广播电视杂志》出刊；

1980年6月，浙江的《大众电视》出刊；
 

1982年7月，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刊；
 

1982年8月，湖北《电视月刊》出刊；
 

1983年1月，北京《电视文艺》出刊；
 

1984年10月，北京《中外电视》出刊；
 

1985年10月，福建《中外电视》出刊。20
 

其它有可能发表电视剧的理论报刊则比较难易查证。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关于电视

剧文章是1979年6月11日，题目为《一朵新花——电视剧》21，作者为晓洲。至于《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有

可能发表电视剧文章的报纸，但是由于它们提供旧刊的检索系统仅能提供1990年之后的资料，与五六十年代相距甚

远，所以也无法查证。另外，我国许多理论刊物的创刊日期是在“文革”之后的1978、1979年，如文艺理论权威

核心期刊《文艺研究》创刊于1979年5月，所以目前比较全面和权威的CNKI数字图书馆也就选择了1979年作为它

所能提供的数据资料的最远年份，所以即使在1979年之前创刊的期刊所刊登的理论文字大部分都无从查证，而这些

结果可能影响到本文的判断。但是，根据目前各方面所显示的资料来看，笔者将资料查证范围限定在广播电视类刊

物之内，实际上对本文的结论的影响并不大。 

因此，这样基本上就可以将《电视剧浅议》一文放在《广播业务》的刊行期内进行纵向的比较。为此，作者查

阅了1958创刊至1964年的全部《广播业务》，发现在《电视剧浅议》之前还有两篇关于电视剧的文章：一篇是发

表于1963年第6期的《改编〈相亲记〉杂感》，另外一篇是发表于1964年第1期的《电视剧〈火种〉导演札记》。 

《改编〈相亲记〉杂感》作者为石梁，系直播电视剧《相亲记》22的编剧，准确地说是改编者。作者在该文中

详细介绍了《相亲记》的改编过程之后，自己设问“电视剧有哪些特点？”他的答案是：“这问题不易回答。过

去，我意为电视剧有点像电影。曾经在剧本写作上走电影的路子。场面写得很短，场次很多，大量使用电影蒙太

奇。随后，发现这样写给播出增加很多困难，就改了一些……但也没有得出明白的结论：空间是电视剧写法应该是

有别于电影呢，还是我们当前的播出条件不够，改个写法只是为了牵就条件呢？我的想法，偏向于前者。我想，电

视剧的‘特点’，是由它的设备性能决定的。”接下来作者从“电视接收机的荧光屏”和“电视演播室的面积和空

间”两方面出发得出了两条结论“一、电视剧的场面应该比较集中，适宜于在播送室的条件下播送；二、比较注意

细节描绘，便于发挥电视屏幕的长处，避其所短。”该文在文章的最后指出“电视剧是党在思想战线上的新武器，

这个武器必须被发展、被掌握”，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因此，可以认为该文系最早认识到电视剧与电影之间

差异的文章，但全文都没有提出“电视剧是独立的艺术形式”的观点。 

《电视剧〈火种〉导演札记》的作者为孙企英，系直播电视剧《火种》23的导演之一，时为中央实验话剧院副

导演。该文在详细介绍了《火种》的创作背景和剧情内容之后，列举了一个鲜明的小标题“新剧种——电视剧”：

“电视剧是一个前途广阔的战斗性强的新剧种。它不同于电影和舞台剧，有着独特的追求。”随后作者通过“演员

表演”、“演播方式”、“机器设备”、“台词”、“表演尺度”、“银幕与荧屏的大小”、“拍摄方式”、“镜

头运用”等各个方面就电视剧与电影、话剧进行比较，得到“电影和电影、话剧似是而非，不是数学的变化。电视

剧是一种独立的、新型的艺术手段。”为此作者发出的良好的“祝愿”：“电视剧是一个样式新颖，富有战斗性，

能够迅速反映当前政治形势的艺术形式，是进行社会义教育的活泼、锐利的武器。……使电视剧能够更好地为人民

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建设服务，为革命服务！”这篇文章是最早认识到“电视剧是一种独立的艺术样式”

并展开论述的经验总结性文章。 

《电视剧浅议》一文与这两篇文章相比，首先是一篇专门的理论研究文字，更重要的是它把电视剧作为“一种

独立的艺术样式”提出后，还对“电视剧的特点”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将其与舞台剧以及舞台电视化、直播电视

剧的优势和劣势都做了详细的论述，并对电视剧的发展方向指明了方向，这在当时电视剧数目很少、质量不高，电

视荧屏节目资源相当贫乏的条件下，能够认识到并总结出这些真知灼见，实属难能可贵。所以，在此认为《电视剧

浅议》是“中国电视剧理论研究历史上第一篇将其独立艺术样式进行研究的理论文字”，具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和理

论依据。 

五、结语
 

从以上分析内容可以见，《电视剧浅议》一文对电视剧作为独立的艺术样式的理论阐述已经非常的到位和贴

切，在80年代后来的关于电视剧本体特征与艺术特性的讨论与这篇文章的理论观点很多都存在大同小异之处。24如

果可以确证的话，将电视剧作为独立的艺术样式进行研究的第一篇理论文字就不是原先认为的《电视剧杂谈》，而

是《电视剧浅议》，作者不是任远，而是赵玉嵘，时间不是原先推定的1980年，而应该提前到1964年。这16年，

对于中国电视剧理论研究所具有特殊意义与重要性显然自不待言。 



 
 

注释
 

1、笔者于2006年9月24日就这一观点请教了高鑫教授，高教授对此做了进一步确证。根据笔者与高鑫教授的交

流，高教授同意笔者关于电视剧研究的第一篇理论文字应提前到1964年的看法，并建议在本论文中重点提出，在此

向高鑫教授的支持与鼓励表示衷心的感谢。 

 2、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338页。
 

 3、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
 

 4、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5、学苑出版社1992年版。
 

 6、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7、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8、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第142页。
 

 9、见该书第144—145页。
 

 10、《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第10页。
 

 11、《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第335页。
 

 12、《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第335页。
 

 13、《电视剧研究资料选编（1）》，第170页。
 

 14、以上资料均见《广播业务》，1964年第8期，第29—33页。也可参见《电视剧研究资料选编（1）》，第

171-173页。 

15、以上资料见中国影视资料馆网站，网址：http://www.cnmdb.com/name/1446/。
 

 16、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639页。
 

 17、见《广播电视辞典》，第640页。
 

 18、《中国电视剧发展史纲》，第159页。
 

19、见《广播电视辞典》，第639页。
 

 20、《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第338页。
 

 21、根据中国传媒大学图书馆提供的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全文检索检索系统（1946—2006）检索而得。
 

 22、播出时间：1963年2月17日。见《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第6页。
 

 23、播出时间：1967年8月17日。见《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第6页。
 

 24、可以参见《电视剧研究资料选编（1）》、《电视剧艺术研究资料选编》（1）等早期电视剧研究资料的汇

编，其中的若干理论文字关于电视剧本体特征和艺术特性的探讨都大同小异，由此可见此文作者的理论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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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all believe that the first article to study teleplay as a unique art is Teleplay Zatan 

in 1980, while after my research of Teleplay Qianyi, we can figure that the start point of teleplay 

study is Teleplay Qianyi in 1964, which bring forward 16 years compare to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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