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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节目制作的几个美学原则

尹 力

(南京大学 社会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 电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其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决定它必须要充分展示社会人生美与主体性情美。这

就要求电视编创人员, 坚持弘扬社会主旋律与鲜明的个体风格和谐统一的原则, 去阐释社会生活之美, 去表现

生命之美、理想之美和未来之美。其次,各类电视节目,可以说都是主体对某些物像的切割筛选、删除渲染之后

的再生物。因此, 电视节目制作就必须要坚持充分展示生活真实美与意象物化美的美学原则。再次, 电视是一

种大众媒介, 这就要求电视工作者深入向民族优秀传统学习,充分发挥电子传媒时效性的动能, 及时满足大众

对文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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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吸引人的眼球, 在于这个魔盒里装着许多能给人

带来各种不同的审美愉悦, 提供各类不同需求的节目。节

目,可以说是电视传播组织结构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所有

电视台都是靠节目来支撑的,有了优秀的电视节目, 构成品

牌优势, 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成为最后的赢家。没有

优秀的电视节目, 频道 也好, 栏目 也好, 板块 也好,都

将失去存在的意义。所以,对于电视编创者来说, 与其心情

浮躁地专注于形式方面的突破, 还不如沉下心来致力于电

视节目精致内容和巧妙构思的追求, 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

益这两个不同的向度中,找出审美关照的契合点。

一、社会人生美与主体性情美

电视是一种社会文化形式, 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无论东方还是西方, 都将电视作为传播意识形态的重要

工具。对电视工作者来说, 只有首先全面理解并积极面对

这一客观事实,才能使自己紧跟时代, 融入社会, 使节目制

作选择好 主体视点 ,建构起自己的叙事套路和阐释模式,

形成独特的风格, 在对社会人生百态的充分展示中, 显现出

主体性情的涌动, 既有深切的人文关怀, 又有鲜明的个性特

征, 从而使节目生机盎然, 有效地 防止叙事结构枯燥乏

味 , [ 1] (P82)以引起观众的注意和兴趣。

为此, 在表现社会生活方面, 我们必须对当前电视节目

中, 出入总是离不开星级宾馆, 闲聊一定在高雅的咖啡厅,

坐车不是 奔驰 就是 宝马 等, 千篇一律的艳丽画面予以

矫正。因为不能将这类豪华消费, 说成是普通老百姓享用

的 日常生活 。在侈靡之风甚嚣尘上的当前, 特别是对于

社会物质生产分配不甚了了、又不甘愿吃苦的 新生代 来

说, 电视工作者还是实事求是, 多展示一点 朴实 为好, 以

免消解人的奋进意志, 误导坐享其成, 滋生骄奢情绪。所

以, 优秀的生活类电视节目, 总是以劳动创造为切入点, 在

艰难与困苦中展现社会生活美,以突出人的价值与意义。

因为人民推动历史前进, 劳动孕育历史创造。劳动是

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 而价值则只有

通过脚踏实地的艰苦奋斗才能得以实现。所以, 在镜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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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今天并不富裕、但物质慢慢多起来的生活,展示社会劳动

成果之美时 ,更需要挖掘出人民在创造这些财富时那吃苦

耐劳的精神, 充分显现人民在劳动过程中, 那不畏艰难困

苦、勇于拼搏进取的思想境界之美, 从一般说明美 是这

样 , 上升到阐释美 为什么能这样 的哲理高度来认识和理

解问题, 这才是电视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艺术造诣的终极

目标, 也是电视节目制作的美学原则。只有当电视编创人

员自觉将主体性情的表达与群体的存在联系起来的时候,

自己才能不孤立于社会之外; 只有当电视节目将弘扬社会

主旋律与鲜明的个体风格和谐统一起来的时候, 节目才会

被社会所接受而成为高品位的艺术精品。

其实,这一点早已成为我们电视工作者的共识, 这类高

品位的电视节目也不胜枚举, 先请看 1996年上海台播放的

纪录片 薛范的歌 ,它报导了薛范除译配外国歌曲 1600 多

首,编辑出版歌曲集 30 多种外, 还撰写了大量的音乐理论、

音乐美学等文章的事迹。编创人员从独特的角度, 切入对

薛范生活美的展示,匠心独运地以大量的镜头,对准译配这

些歌曲后面的磨难、抗争与奋进, 用火一样的激情, 诠释这

些素材的深层底蕴,颂扬主人公的自强与自立,生动地说明

优秀需要苦难, 美是艰难的 这样一个深刻的人生哲理;诚

恳地告诉人们: 社会生活之美, 全在于奋斗、奉献和创造。

这就是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 这就是电视节目要坚持的一

个美学原则。还有 2006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的 我

的长征 这个节目, 据主持人崔永元说 ,创制的目的是为了

弘扬民族精神。的确, 这支由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经

历的人所组成的 重走长征路 的小分队, 他们所表现出来

的团结、乐观、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 以及一路上所开

展的各种公益活动,深深吸引着观众, 感动着观众。节目中

那一组组现场采访录制的、散发着风土人情芬芳、蕴含着顽

强奋进生活旨趣的镜头, 寓意极其深远地将历史、现实、未

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当年红军的长征精神,现在小分队

长征之旅的意义,以及人人心中那无比壮丽的 我的长征

憧憬,在这三个不同层面上, 引导受众去理解和思考问题,

这样的节目策划,本身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艺术创造。

是的,人生就是一条永不停步的长征之路,途中有许多

的艰难与险阻。但是,只要我们相互理解与尊重, 对受难者

伸出援助之手,对不幸者给予关爱, 生活就会变得无比的光

明与美好。现在,面对人际关系的变冷, 个人至上的抬头,

作为强势媒体的电视, 应充分利用其巨大的影响力和渗透

力,对我们民族的仁爱、利他等优秀品德予以彰显, 凸现出

人性的光辉;而作为 社会良心 的电视工作者,则应该用抚

慰人类灵魂的镜头,在挫折与磨砺中展现社会人生美, 以颂

扬至诚至善的伟大与崇高。事实上,有关人际关系、道德情

操等题材的电视节目, 只有具备深刻的人性价值, 闪耀着

真、善、美人性光辉,才可能具有思想的深度和感人的力度,

才会为广大群众所喜爱。山东电视台摄制的 壁画后面的

故事 ,最能说明这一点。这是一部纪录片, 讲述山东建筑

工程学校教师、壁画家刘玉安, 创作了异型榫合陶板浮雕壁

画 和平、进步、自由 , 得到有关专家一致好评的事故。特

别是对壁画中那位英俊的牵马男青年形象, 大家更是倍加

赞赏。这一艺术形象是刘玉安以自己的学生陶先勇为原型

创作的。陶先勇长得英俊潇洒, 身材魁梧, 体魄健壮, 青春

勃发, 充满阳刚之气。在刘玉安眼中, 这 简直是上帝的杰

作 , 生命美的化身 。因此, 当陶先勇突然遭受病魔袭击

时, 刘玉安就义无反顾地挑起了救助陶先勇的重担, 从筹

钱、买药、上医院、背陶先勇进澡堂洗澡, 到给陶先勇做生

日、安假肢、带他到北京天安门观光等等。电视节目充分展

示了人间自有真情在的美好情境, 给人以心灵的感动。这

个节目独具个性的是编导没有停留在助人为乐这个层面

上, 而是上升到哲理的高度, 通过一个艺术家的审读视角,

来说明 生命就是美 、关爱生命就是为了美 ;用一个艺术

家的心理体验, 强调美的永恒在于人们的携手共创, 在于同

心协力抗拒丑恶。这就不仅让观众从情感上获得了审美的

愉悦, 而且引导观众对壁画后面的真实故事进行理性的思

考, 将深刻的人文内容和鲜明的个性抒发完美统一起来 ,使

节目具有了诱人的艺术魅力, 从而有效地激起人们热爱生

活、关爱生命的热情, 去努力谱写更为壮美的爱的颂歌。所

以, 让关爱与和谐温暖人间, 把猜忌与仇恨驱逐世外, 使生

命更加美好, 这是作为社会文化形式的电视, 理应承担的一

份社会职责,也是电视节目制作要坚持的又一个美学原则。

面对社会、人生、事业 ,个人的对垒力量实在是太有限

了, 所以人需要相互帮助与彼此关爱。但作为社会的人更

需要的是理想的支撑。所以,作为大众艺术的电视, 把生活

美、人性美和艺术美提供给观众的同时, 还必须用理想美来

启迪群众。因为理想是人类对自身完美生存状态的一种追

求。它犹如火炬, 照亮前程; 犹如路标, 引人走出沼泽。有

了理想的指引, 现实中的挫折、困苦与遗憾, 都将变成一个

短暂的过程,化为生活长河里一朵小小的浪花。因此, 高文

化品位的电视节目 ,总是在求索与奋进中展现社会理想美,

以激发人们奋进的勇气与对胜利的信心, 在体现理想之美

方面, 都有着自己明确的追求。

西藏的诱惑 是介绍西藏自然风貌、风土人情和宗教

艺术的一部电视风光片,但它又高出了一般的风光片, 就在

于它抓住景物的内在特征,拍出了自然风貌的神韵, 那一幅

幅扑面而来的淡雅而纯净的画面, 让无数观众为之倾倒。

不过, 更主要的是编导在客观纪录的同时, 深深寄托了自己

的情思, 渗入了浓重的主体意识, 着力于意象的表现和主观

情感的抒发, 将客体世界与主体意识融为一个整体, 创建了

属于自己的叙事套路。整部片子以三代宗教僧侣虔诚地跋

涉在朝圣路上为经线,以四位艺术家虔诚的艺术追求为纬

线, 将神奇秀美的西藏风光编织在一起, 歌颂和赞美了那种

朝圣精神 : 人人心中有真神,不是真神不显圣,只怕半心半

意的人 ,以及追求目标的那份执着。编导采用这些富有启

示性和寓意性的镜头,用意在于提醒观众深思:这不仅仅是

宗教信徒和艺术家们的一种精神, 而是人生的一种境界。

人人心中都有 真神 , 这 真神 就是理想和信念, 人人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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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此去追求、奋斗的意志和毅力, 达到 极顶 , 找到 源

头 。正由于 西藏的诱惑 对理想、信念、追求进行了如此

生动的展示和深入的开挖,就使它同时具有了文化价值、审

美价值和哲学价值。这充分表明:受欢迎的电视节目, 不管

采用什么形式,而提供给人们的, 总是寄寓着一种曙光在前

的希望, 蕴含着一股催人奋进的力量, 具有巨大的艺术张

力。因此, 在困苦中预示美好, 在黑暗中显露光明, 在抗争

中展现希望,给人以生活的信心与前进的勇气,张显出人的

无穷伟力, 这就是制作电视节目要坚持的又一美学原则。

再现生活 的纪实类电视片, 需要对生活纪实画面进行集

中和升华,以理想与信念鼓舞人, 使人的精神得到陶冶; 表

现生活 类的电视剧, 创作者更应该通过自己的独立人格和

严肃认真的对待社会、人生与自我的态度, 以高尚的思想来

塑造人,使人的灵魂得到净化, 始终让人们觉得有理想在指

引,让人们看到希望。其实, 一部成功的, 有影响的电视剧,

创作者除了具有严肃的问题意识、对于社会现象独特的审

视意识外,还必须在作品中创造出理想化的人物, 如 绝对

权力 里的齐全盛、刘重天, 至高利益 里的李东方、贺家

国,以及 苍天在上 里的黄江北, 新星 里的李向南等等,

只有写好了这些有人格,讲正气的人物, 像 绝对权力 的作

者周梅森所说的那样, 树立一个理想的标杆, 一个榜

样 , [ 2]认真展示出光明与希望, 电视观众才能从精神上得

到极大的审美愉悦,找到理想美的寄托。

过去,由于极左路线给文学艺术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矫

枉过正之下,一些人刻意回避理想, 消解信念, 瓦解崇高,走

向了另一个极端,以游移多角代替坚贞专一,以平庸代替崇

高,以适应和迎合代替追求和引导, 以突破 高大全 为理由

不断把人物推向低俗、小气、褊狭。为此, 我们要呼唤我们

民族的伟大奉献精神,推崇我们曾经有过的理想英雄情结。

当前, 商品经济大潮, 给电视带来金钱至上, 趋时媚俗等负

面影响,造成审美方向的偏离, 我们更需要强调电视媒体的

社会使命感 ,正确处理好电视节目的思想性与商品化的关

系。这是时代对电视工作者提出的一项艰巨任务, 也是制

作电视节目必须要坚持的一个美学原则。

随着改革的深入, 电视机构开始直面波诡云谲的商品

市场,由 单一经营型 向 多元经营型 转换,电视节目的制

作,也就不仅是文化的, 同时也是商品的了。这一转轨, 是

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它给电视行业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

遇,不仅增强了广大电视从业人员的危机感与使命感, 而且

有效地解决了电视运作中经费的不足, 增强了自身的 造

血 机能, 但更为重要的是及时抢占了文化市场份额, 让观

众看到越来越多的好看的电视节目。比如湖南电视台, 他

们的改革由湖南经济电视台开始, 该台从银行贷款 2800

万,第一年还本付息, 还创收 3 000 万, 第二年创收6 000 万,

第三年创收 9 000万。经过几年努力, 湖南电视不仅大产业

的态势已经形成,而且创制出 快乐大本营 , 玫瑰之约 等

受观众欢迎的电视栏目和节目。而随着电视业市场运作的

全面展开,我国的电视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由 宣传 到 传

播 的嬗变。这是社会民主化进程得到发展的一个重要标

志, 使我国的电视从业人员获得了思想的解放、思维的发展

和创造力的迸发, 使我国的电视屏幕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电

视传媒功能更趋多元化和立体化。事实证明, 从 宣传 到

传播 , 就是从主观的思想灌输, 到与人的平等交流; 从耳

提面命式的教化, 到润物细无声式的感化; 从单一的喋喋不

休, 到让普通人表现自己的感情和思想。总之,这种新的电

视文化理念, 使荧屏传递的是多种声音, 特别是普通老百姓

的声音, 展现的是多元文化视角, 表现的是一种宽容和理解

的坦诚对话。所以 ,由 宣传理念 趋向 传播理念 , 并不意

味着社会意识形态的淡化与消解, 更不是社会良知良能的

减弱, 恰恰相反,是要将弘扬主旋律和社会道德引导, 通过

主体性情的涌流, 注入电视, 变成一个个具体鲜活的节目,

以满足人民对于高尚的电视产品的文化需求。对于这一

点, 即如何处理社会使命与市场竞争的关系, 重庆电视台台

长根据他们实践的经验,作了很好的回答, 认为二者在本质

上是统一的, 因此他们的理念是: 公益为本, 经营为用。

遵照这一原则运作的结果, 他们获得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

益的双丰收, 拥有了一批批思想内容好、收视率高的电视节

目。相反, 如果缺失了正确的道德评判, 尽管画面诱人, 音

乐幽雅, 叙事水平高,但这样的电视节目仍然会像患上佝偻

病似的站立不起来。2000 年播出的 大宅门 , 从艺术上看,

是一部制作精良的电视剧, 但是正如刘晔原先生所说: 既

没有表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 也没有体现先进文

化的发展要求 ,剧中着力歌颂的创业人白景琦, 行为如同

恶霸, 利用不正当的手段兼并同行, 而且要杀个干干净净。

他所奉行的大道理是:做一件事要是别人都乐意了, 就我自

己不乐意 ,那多没意思呀。他奉行的小道理是:什么账都可

以欠, 只有逛妓院的账不能欠 如此等等,这就 损害了作为

一部优秀剧所应有的思想内涵。[3] ( P45) 这话是有一定道理

的, 因为欣赏电视剧(当然也包括其他电视节目)是一种审

美活动, 而审美活动实际上是充分体察人的本质力量的一

种活动, 作为精神存在物的电视节目, 其终极关怀在于人的

自我发现和自我肯定。如果连人的 自我 和 生存价值 都

被曲解甚至被否定掉了,这样的 存在物 对世人来说, 又有

多大的价值呢! 所以,充分展现社会人生美, 强调生命的价

值与意义, 颂扬人性的伟大与崇高, 倡导关爱与奉献精神,

引导人去思索人生与追求真理,这是电视节目的灵魂, 也是

电视节目必须具有的美学品格。

二、生活真实美与意象物化美

我国电视节目的分类, 总不外纪实类与表演类这样两

个大的系列。 再现生活 的纪实类节目, 如新闻片、专题

片、纪录片等,追求的是生活的客观真实,是一种 存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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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 表现生活 的表演类节目, 如综艺节目、娱乐节目、

电视剧等,追求的是生活的艺术真实, 是一种 假定性 的真

实。尽管二者的追求不同,性质不一样, 但要求所反映的生

活必须真实,则完全是一致的。所以, 真实性是电视节目的

生命。著名电影美学家巴赞就说过:电影 是对现实的精确

纪录 ,是 机械复制现实的幻象 。克拉考尔也在自己著作

的封面上赫然醒目地写着: 电影的本性 物质现实的复

原。[ 4] (P312)对这两位美学大师所提出的 真实性 原则, 随着

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应该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事实上,用

先进的电子技术武装起来的电视, 已经修正了对存在世界

复制 和 复原 这一理论的概说, 在实践中也彻底模糊了

纪实作品与表演类作品的美学区界。现在, 西方不少电视

台将 新闻故事化 、将 故事日常行为化 的努力, 不仅赢得

普遍的赞誉,争取到了更多的观众, 而且有效地充实了电视

真实性 的美学内涵, 使直录与创作、主体与客体、个别与

一般、现象与本质, 能在一个电视节目里有机地融合成为一

个整体, 从而大大提高了电视的艺术表现力。如形式近于

表演, 内容近于纪实的谈话类节目( talk show 香港译为 脱

口秀 )以及西方的 肥皂剧 之所以兴盛不衰, 其原因当然

是多方面的,但与电视人对 真实性 这一电视美学原则的

全面深入理解,将纪实与表演相互渗透, 不是没有关系的。

新闻片的主观创作,最典型的莫过于上世纪 50年代初美国

电视台对麦克阿瑟访问芝加哥的一次实况报道。据美国社

会学家库尔特 朗和格拉狄斯 朗夫妇说: 电视中出现的场

面与当时情况完全不同。他俩的调查表明, 当时现场群众

在熙熙攘攘的混乱中,能够看上一眼乘车而过的麦克阿瑟,

但并没有把他当作偶像来崇拜,大部分时间,现场群众不过

是由于场面的混乱而引发了兴奋的情绪。但在电视荧屏

上,经过精心的机位安排和镜头组接, 麦克阿瑟始终占据中

心位置,而且形象崇高; 在他周围则是充满对英雄无比敬仰

的沸腾的人群, 整个场面浩大而动人。这同真正的现场气

氛毫无共同之处。朗夫妇因而称这次电视新闻报道为 精

心编排的戏剧 。[ 5] (P16)其实在通常情况下,电视节目中的客

观真实与主观意象也往往是合二而一的, 因为无论那类电

视节目, 都是经过编导、摄影师创作出来的作品, 既然是作

品,就肯定注入了诸多的主观因素。这道理很简单, 因为只

要将镜头对准一个物件, 取景框就是对现实完整空间的切

割和选择,就是对现实生活中某些东西的删除或渲染, 就是

创作者在捕捉符合自身意愿的审美物像, 就是一种主、客观

的融合,其结果必然是 存在性 真实和 假定性 真实的统

一。所以,如何以客观存在为依据来充分展示生活真实美

与意象物化美,通过虚实互补来提高思想品位和艺术品位,

是制作电视节目时要认真把握好的一个美学原则。

为此,电视工作者首先必须要树立正确的审美理想,满

怀激情地深入生活,去发现美点。只有这样,主体对客观事

物的认识才会具有深度,创作时才能把准虚实互补的度,使

生活真实美与意象物化美有机地统一在一个具体的电视节

目里。而对于电视编导来说, 只有在自己熟悉的生活范围

内, 才可能寻找到有价值的、精美的选题, 才能通过审美意

象反映出真实的生活。这正如 西藏的诱惑 、天驹 等名

片的摄制者刘郎在 西藏的诱惑导演阐述 里所说: 创作这

些片子的过程实质就是我在寻找自己优势的一个过程, 这

个优势, 就是自己的文化修养与西部生活、西部题材的契合

点。找得越准, 片子也才越成功。这经验之谈,不仅说明有

了生活就有了自己的优势,而且还说明个人的思想、文化修

养与解读生活的关系,以及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同时也强

调了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个人的思想、文化修养, 是发现美

点、处理好生活素材的原动力。换句话说, 审美理想指导审

美创造, 主体有了明确的对于美的事物的要求和渴望, 才会

对客观世界中存在的美特别敏感, 产生强烈的创作欲望。

现在, 电视编导拥有相当大的对创作进行自由选择的权利,

那么, 加强生活积累, 提高思想水平,提高文化素养, 就更加

显得重要。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 思想视点 牵引, 那对生

活就不可能作出全面、深入的认识, 其结果不是造成在阐释

生活时曲解民族和时代的精神,就是整个节目提不起、立不

稳, 成为一堆没有多大意义的 拼贴画 , 都会失去生活的真

实。如果没有丰厚的生活积累,一味围在桌边侃故事, 拍着

脑袋搞 策划 , 这样制作出来的节目也可能只剩下自我欣

赏和自我陶醉的份。其次,电视工作者在整个审美活动中,

要真正做到心贴群众,热爱生活, 传播美点。人民群众是社

会发展前进的动力,这是早已被历史证明了的。深入生活,

实质就是走向人民,热爱人民, 与群众同呼吸, 共命运, 以他

们的欢乐为欢乐, 以他们的疾苦为疾苦, 只有深含这种情感

涌动的电视节目, 才会具有诱人的魅力。例如 2006 年 8 月

四川电视台播放的电视连续剧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

就是在正确的审美理想指引下,拍出的一部好片子, 它没有

惊险、曲折的故事情节, 也没有宏大、花哨的场面, 又是旧片

重播, 但仍吸引了不少观众来再次欣赏, 就在于它具有深刻

的生活真实美, 准确表达出普通老百姓喜怒哀乐的真实情

感, 思想视点与群众的生活律动合拍, 所以它动人、它永久。

再次, 电视工作者必须要明确整个美的创造过程, 是在审美

理想的烛照下, 对客观事物进行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审

美把握和加工改造。对创作主体而言, 要从客观世界中选

取具有普遍、深刻的社会意义, 能代表生活的本质和方向的

对象物, 来表达主观意愿, 以符合于审美理想的目的, 这就

叫 合目的性 ; 而在美的创造过程中, 遵循电视审美创造的

一般形式规律、结构规律、表现规律, 将生活真实美与意象

物化美完美地统一起来, 达到事实真实和意义真实的美学

效果, 这就是 合规律性 。因此,广大电视工作者必须高瞻

远瞩, 提炼生活, 美化美点。生活是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源泉 ,但生活的本身并不是艺术。正如上所述, 生活需

要美的创造意图去把握, 素材需要通过审美理想去进行加

工和改造。这就要求我们既要警惕以 前卫 、实验 的名

义曲解生活;也要防止在 真实 的旗帜下滑向自然主义 ,不

敢对生活原生形态的真实作出自己的选择、加工与提取 ,不

能透过生活原生形态的纷繁表象, 去探究其深层的本质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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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而是停留在 原生态 的表层, 满足于表象真实的纪录,

结果成为五彩斑斓的生活表象的俘虏,被其所异化, 使美的

创造力削弱,使道德感、责任感、崇高感、历史感等都随之湮

灭。所以,在审美理想指引下, 对生活素材进行合目的性的

筛选,按电视制作规律进行有效的加工, 将主体的意图形象

化,形象组合的含义深刻化, 使主体与客体有机融合, 生活

真实美与意象物化美和谐统一,这样, 电视节目就会具有较

高的文化品位。

可见电视的 全息性 并不等于杂乱无章地将所有的

生活 一股脑全搬上荧屏,而是运用先进的电子技术, 自由

展现时空, 去创造一个无比丰富多彩、有声有色的艺术世

界。这种经过集中与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活, 才能使观

众觉得触摸到生活在自己身边的你、我、他了, 从而产生一

种真实性和参与性的审美效果, 获得一种亲临其境的审美

享受;也只有这种将主观意象与客观物象、主体性情与客体

存在有机组成的 生活 ,才能满足当今社会那渴求 真实 、

崇尚 实际 的文化心态,建构起人们心灵的家园。当然,人

的心灵世界犹如天空中无比深邃的 黑洞 而不可探测, 但

生活在同一文化范围内的人们, 总是会具有相对一致的审

美价值取向。所以作为大众文化的电视, 就必须切实遵从

群体的审美心理需求。所谓电视节目的本土化, 电视频道

的专业化, 其实都不过是让电视节目更贴近自身赖以生存

的 群体 的一种努力, 这也就是从 广播 到 窄播 成了电

视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在当前, 对电视节目的定

位,还是专心于贴近普通民众, 服务于普通民众, 会更符合

于我国目前电视生存发展机制的质的规定性。例如广东电

视台的 外来媳妇本地郎 ,播了一千多集, 保持连续 6 年的

高收视率,就在于这个节目讲述的是普通民众身边的故事,

与普通老百姓的审美心理需求相吻合。这一成功经验给了

我们诸多的启示:电视节目要提升自身的品格,要有好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就必须认真调查和了解广大观众的审

美心理,首先要针对人的精神生活中总有企图改变平静、追

求奇异的心理特征,努力将人们熟知的对象进行加工处理,

使人对其产生陌生与新奇感, 以满足人们追新求异的审美

心理需求, 尽管诸多心理欲求对电视节目的期望值不尽一

致,但只要予以正确引导, 借助镜头的演绎, 以求实的态度,

展现事态的始末;以理性的思考, 提示问题的本质; 以鲜明

的情感, 直面人生百态。就可以使人们在画面和光影的幻

化之中了解世界,看清自己, 咀嚼人生,体味美丑; 就可以在

真实美与意象美所构成的 这一个 虚实相生的 真实 生活

里,获得心理欲求满足的审美快感。

三、直白浅切美与深蕴含蓄美

电视是由现代科学技术和最新的传播技术, 以及最先

进的制作手段武装起来的一种新型艺术。在现代生活中,

看电视已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一个内容, 上至专家教授,下

至文盲老妪 ,几乎都可以在电视节目中找到自己恰当的位

置。这种 电子四海一家 的社会属性 ,一直牵引着电视艺

术在大众化的道路上迅跑。

现今, 快速的生活节奏和巨大的竞争压力,使人们迫切

需要一块能松弛神经、调节情绪的休憩地。当经过一天紧

张、繁忙的工作、劳动之后, 看电视自然就成了人们一种便

捷、廉价的娱乐休闲方式,成为人们获得温馨与平和慰藉的

精神乐园。所以, 这时电视节目给予观众的, 应该是一种静

谧安祥的、轻松愉快的审美享受, 这也就是制作电视节目,

必须充分考虑人们休闲和娱乐的需要,走大众化道路, 坚持

直白浅切的美原则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 看电视不同于观赏戏剧和电影, 它一般是在家

里, 于茶余饭后的空隙时间, 才围坐到电视机前来放松放松

的。这种自由闲散的氛围, 也就造成了观赏的时断时续。

所以, 电视节目怎样做到叙事线索前后的相互勾连和叙事

单元的独立性, 因果关系的上下照应和娓娓道来的层进性,

以及画面语言的鲜明醒目,声音语言的简括入耳, 造型语言

的通俗独特等等, 这些直白浅切的美学原则, 就成了电视工

作者在艺术上的一种执着追求。

另外 ,从古到今, 不分中外, 娱乐从来就是人的一种本

能需求。对于儿童来说,玩耍嬉戏是重要的学习过程; 对成

年人来说, 休闲娱乐则成了保持心身健康的有效方式。所

以作为大众化艺术的电视,将娱乐性视为一种不懈的追求,

也就成了十分自然的事。但这绝不是无遮掩、无顾忌地去

直现世俗的低级趣味,以博取廉价的一笑; 或者是鹦鹉学舌

地直述某些污语秽行,以满足官能的刺激, 因为这类所谓的

浅切直白, 只不过是一种低下与浅薄, 是以牺牲文化的口味

来换取非文化的纯娱乐性为代价的, 应该坚决予以摈弃。

我们所要坚持的, 则是以创作者高尚娱乐观念的艺术化和

视听表现的大众化为前提的一种美学原则, 它在于以直白

浅切之美, 去拉近电视与普通观众的距离; 以健康向上的思

想观念, 含而不露、潜移默化的方式方法,去净化人的情感,

陶冶人的精神。换句话说, 就是以直白浅切与深蕴含蓄之

美, 来提高电视艺术的格调与品位, 制作出更多的电视艺术

精品。

为此, 首先就必须要加强媒介思考的力度。特别是在

当今感性膨胀、娱乐风行的媒介环境中, 只有那些具有理性

思考的深度, 具有严肃探究精神, 善于条分缕析、厘清事物

本源的电视作品, 才会令人感到异常的兴奋; 只有在反映生

活的广度上视角独特,挖掘出素材的本质内蕴,善于求索事

物发展规律的电视作品, 才会使人产生由衷的敬意。2006

年中央电视台二套播出的 大国崛起 , 就属于这类作品。

它将许多大家熟知的素材,以 国家兴衰 、世界进程 这样

的大问题统领起来 ,进行了重新的编排与组合,从而显现出

不平凡的意义, 具有一种特殊的媒介理性价值。它不仅将

历史考察与现实关怀相结合, 而且将抽象的思想观念与具

象的电视呈现有机地融为一体。这就不仅引导观众在 500

年的时间跨度中, 冷静反思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认真

探寻国家兴衰的客观规律, 而且让人们在对历史、对国家、

对民族前途和命运的热情关注中, 获得了审美愉悦。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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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报导, 仅用网络搜索工具, 就可查到对该片近 70 万条的

报导和信息 ,由此可见媒介的理性影响力和该片受大众欢

迎的程度。

其次, 要深入地向优秀传统文化学习。中国传统美学

中,那真诚的直白和浅切的表述, 那深蕴的旨趣和高远的情

怀,那以形写神、清新淡雅的意境,那虚实相生、以简驭繁的

技法,那昂扬向上的格调和生生欲动的气韵等等, 都是有待

于我们去发扬光大的。我国的电视艺术, 在民族化的道路

上已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涌现出了许多深得传统精髓、深受

大众喜爱的好作品,如 秋白之死 就是这样一部雅俗共赏

的电视剧。剧本紧紧围绕着瞿秋白的被捕、就义来展开故

事情节,被捕之前写实, 叙述直白浅切;被捕之后写意, 手法

蕴藉深邃;就义前和就义后的叙事描写, 则更是寓意高远、

韵味无穷:一片绿茵茵的草地, 刽子手举起枪来,但是, 屏幕

上并没有枪声,而是代之以悲壮的合唱; 接下来就是飘浮树

叶的定格(凝固) , 飞翔小鸟的定格, 急湍瀑流的定格。然

后,一团祥云将瞿秋白遗体托上了蓝天。这种意在言外、计

白当黑的大写意,就不仅生动、深刻地交待了秋白牺牲的过

程,而且是在诗意的表现某种意念、情感和思想, 从而大大

深化了主题,对秋白之死作了最崇高的礼赞。不过, 我们也

应该看到,在前段时间里, 一些编导往往是抱着猎奇的心态

去返古的, 热衷于演绎宫闱秘史, 或戏说遗闻轶事, 结果弄

得长辫子、马蹄袖充斥了屏幕。尽管这一现象已有很大改

观,但如何古为今用, 怎样继承和发扬传统, 仍然是任重道

远,我们应责无旁贷地担当起这承先启后的责任。

其三, 要充分发挥电视时效性的特有动能与张力。大

家都知道新闻片要有时效性, 却往往忽略了其他电视节目

在反映生活时,也要充分利用电子传播快速敏捷的优势,及

时对各类社会问题作出回应, 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出大众媒

体的美学价值。所以, 时效性不仅是电视生存发展的基本

理念,也是电视服务大众的一种需要。

当今世界,日新月异, 变化神速。电视艺术如何适应这

种变化,以满足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特别是如何帮助那些

对新生活感到振奋的、震撼的、犹豫的、不知所措的人们,去

找到解读的答案和获得心灵的慰藉,这样, 时效性原则就显

得格外的重要。事实证明, 只有抢在大众翘首期盼的那一

刻,同步将节目送到大众面前, 才会受到大众的热烈欢迎,

产生轰动的社会效应。譬如当下有些 反腐片 , 就其艺术

造诣而论, 并无特别创新之处, 但由于它与广大群众的所思

所虑、所恨所爱、所求所盼相吻合,具有时效性,所以往往一

出手就走红。这里, 请再看 2007 年 2 月 18 日中央电视台

焦点访谈 的报导 :在湘西花垣, 这个地处偏僻山区的国家

级贫困县, 有一位收废品的农家妇女, 名叫田京珍, 尽管她

自己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 却长期义务照看因父母外出打

工, 而留在家中无依无靠、四处流浪的两个年幼孩子。同情

心、爱心、责任心, 促使她要将深埋在心中的话语倾吐出来,

宣示于众 ,于是自编自导了一部 千里寻母记 的电视剧 ,故

事就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演员就是生活中的真人, 道具也是

左右邻舍凑合的现成亻家什。但就是这样一部连化装都是用

锅墨烟 来代替的电视剧,却十分感动人, 拍成后受到了乡

亲们的热烈欢迎, 都说这个好看, 让人掉泪, 替我们说了心

里话。我想其中奥秘就在于 时效性 所特有的动能与张

力, 才使这部电视剧飞了起来。所以尽管它土得掉渣, 浅白

得如叨家常, 但却充满了真情实感, 对亿万农民进城出现的

生活缺失, 进行了即时性的反映, 触摸到了大众关注的一个

重大社会问题, 这又能说它不深刻么? 当然举这个事例的

目的不是要我们放松电视对艺术造诣的执着追求, 更不是

有意贬损艺术技巧在电视节目中的巨大表现力, 而是要我

们认真去重新理解大众艺术的本质内涵, 去思考大众艺术

如何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 从而使我们能制作出

一批又一批高格调、高品位的电视节目。这绝非泛意识形

态化的政治术语,而是电视美学的本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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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al Aesthetic Principles in TV Programming

YIN Li

( Sociology Department , Nanjing University , Nanj ing, Jiangsu 210093, China)

Abstract: TV is a social culture, and its ideological nature determines that it should fully reveal the beauty of social

life. This requires that TV program producers should put it into the init ial position to eulogize the social cantus while

putting their individual style into full play to demonstrate the beauty of society and life. Also,TV program can be said

to be the rebirth of some filtered image, so TV programming should stick to the aesthetic principle to fully demonstrate

the beauty of true life and imago. Further more, TV is a mass medium,which requires the program producers to learn

from the excellence of national tradition, and make full use of its advantages to meet the mass demand for culture.

Key words: TV; programming; aesthetic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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