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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系列剧》

内容概要

好莱坞电视系列剧为何能够吸引全球年轻观众？
工业模式下的好莱坞系列剧采取的主要编剧形式是什么？
电视系列剧为何需要意识形态规划？
本书是一部解密美剧如何取得国际化成功的产业指南
电视剧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最具本土特征和地域特征的文化产品，难以建立稳定的赢利模式。但是，
好莱坞却成功地将其电视系列剧推广到全球，建立了独特的商业模式。好莱坞成功秘笈是什么？
本书揭示了好莱坞电视系列剧的编剧形式和赢利模式，对于影视界、文化研究界、文化产业界的研究
者、产业从业人员和相关政策制定者而言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对于美剧的爱好者而言，是一本不可多
得的具有启发意义的好书。
美国电视系列剧从未像现今这般在全世界广为传播。在法国，近十年来，媒体界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重新审视美国电视剧的工作。如果学界着手这一课题是情理之中且值得期许的话，那么，剩下的困难
便是如何在谈论时保持必要的距离。电视剧的系列化在历史上与对利润的高需求密不可分，它是商业
电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后者前景难测，系列剧这一形式的走向依旧扑朔迷离。
本书分为两部分，综合了专题研究和宏观视角。第一部分，作者将电视系列剧作为商业形式进行研究
，从其源起直至现在，解析它的形式及制作模式；第二部分，作者将其视作意识形态形式。本书深度
分析了三部美国电视剧（《X档案》、《犯罪现场调查》与《24小时》），并将它们置于共同的历史
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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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系列剧》

作者简介

大卫·比克斯东（David Buxton），巴黎第十大学（巴黎西部—楠泰尔拉德芳斯大学）传播学与信息
科学教授，他在艺术与表演历史（HAR）实验室领导“文化、电影、电视工业”小组。
作者还著有：《摇滚乐：明星制度和消费社会》，三色堇出版社（La Pensée Sauvag）格勒诺布尔
，1985年；《从<复仇者>到<迈阿密风云>：系列剧的形式和意识形态》，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曼彻
斯特、纽约，1990年；《从<大淘金>到<迈阿密风云>：系列剧的形式和意识形态》，欧洲空间出版社
，拉加雷讷白鸽城，1991年；《1959年以来的法国电视报道：幻想之地》，拉玛棠出版社（“视野”
系列），2000年；《法国的媒体知识分子》（弗朗西斯·詹姆斯主编），国立视听资料馆/纳坦出版社
（“活动中的媒体”系列），2005年；《1980年代以来法国媒体的普及者、评论者、主持者、调停与
介入》（弗朗西斯·詹姆斯主编），拉玛棠出版社（“传播与文明”系列），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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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
法国系列剧和美国系列剧
系列剧的形式与工业制作
心理深度的缺位
连续性系列剧的出现
批评阅读
诠释的难题
“真理在别处”：《X档案》中被压抑物的返回
“追查那只鞋子⋯⋯”：《犯罪现场调查》
“没有谁是无辜的⋯⋯”：《24小时》和对末日的欲求
总结：形式与意识形态
电视剧名称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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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系列剧》

精彩短评

1、这样的电视剧研究书籍请给我来一打。内容很好，腰封很俗（容易在书店被遗漏）
2、法国人写的好莱坞研究，薄薄一册，有点像论文。
3、站在前沿的研究，人家已经分析到CSI，24h，我们还在学习Dallas⋯⋯
4、翻译损耗了内容的精度
5、电影书籍铺天盖地的时候，看到有一本专注于剧集的书简直如获似宝，热情的写了几十页读后感
才罢休。第一部分的专题研究比较有意思，尤其是顺带了解了法国电视系列的发展。第二部分选取
的--《X档案》、《CSI》和《24》现在看来有点老旧也不够广泛，但分析得够认真。有一句很好玩的
话--“如何将系列剧变得国际化...--‘减少壮汉的出现，再增加一些聪明人’”。是的，我们需要一本
更大更好的电视剧学术专著出现了！
6、书中举出了一个令我印象很深的细节：大卫杜楚尼在参与《X档案》某集的剧本讨论时，希望引入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宗教大法官式的情节。本书作者认为美剧之所以能行销全球，在于其中的思想
性和心理深度，尽管是以《犯罪现场调查》和《24小时》这样商业性很强的剧集做案例探讨，还是能
够看到美剧汲取营养的渠道多多，从古希腊悲剧到19、20世纪的经典小说，再到经典的好莱坞电影，
不一而足。另外，是时候有一本讨论美国连续剧的学术专著出现了。
7、对我影响最为深刻的是美剧《豪斯医生》，《24小时》和《犯罪现场调查》也是我喜欢的。美剧之
所以好看显然并不在于拍摄技术的精湛和剪辑形式的创新，连讲故事的模式都有点老套，它的好看在
于“思想性”，或者如作者所说，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这个词在中文里不怎么算好词，它往往
意味着一种“别有用心的”、“暗藏的”、“邪恶的”说服和教育的企图。对我来说，国产剧在这种
企图方面还大有问题。当然，最终我们会谈到“普世价值”，不仅美剧如此，好莱坞电影也如此，溯
及过往，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都如此，他们传达的一定不是某个地域、某些人群才能理解的地方性的
价值观。如果说什么是宝贵的共同价值，自由、尊严和个性一定比专制、依附和麻木更值得思考与追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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