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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外国电影史(影视专业)》按照编年史与国别电影研究结合的方法来进行编写。
重点介绍各个时期和国家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下。
对于电影艺术的发展最具有冲击因素或典型意义的著名电影运动、电影现象和电影美学流派的形式与
风格。
同时兼顾对一些重要的电影作者和电影作品的介绍。
在国别研究的范畴内突破了一般的电影史教材对一些在电影创作上颇见特色的国家和创作者只字未提
的局限，并将最近10年非常具有史料研究价值的电影现象都收入进来。

《外国电影史(影视专业)》由张巍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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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巍，女，电视剧《杜拉拉升职记》编剧。

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剧作专业教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2005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电视艺术系，获戏剧影视理论专业博士学位。

已独立、合作完成电影、电视剧、话剧20余部。
代表作《男才女貌》、《杜拉拉升职记》、《梅艳芳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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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卢米埃尔兄弟
    二、乔治·梅里爱
  第三节 欧洲的两种倾向：布赖顿学派与百代的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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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欧洲先锋派电影运动
    一、法国印象派电影及超现实主义倾向的各种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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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好莱坞的电影企业及制片政策
  第二节 类型电影观念的形成及其模式
    一、西部片
    二、爱情片
    三、强盗片
    四、恐怖片
    五、音乐歌舞片
  第三节 好莱坞经典时期集大成者：奥逊·威尔斯及《公民凯恩》
第三章 世界电影中的现实主义电影运动
  第一节 英国纪录电影运动
    一、起源
    二、影响
    三、战后
  第二节 法国诗意现实主义
  第三节 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
  第四节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
    一、新现实主义电影产生及其背景
    二、新现实主义的主要作者与作品
    三、新现实主义的影响及演变
第四章 民族电影中的大师
  第一节 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
  第二节 日本电影大师：小津、沟口与黑泽明
    一、小津安二郎
    二、沟口健二
    三、黑泽明
  第三节 印度电影大师：萨蒂亚吉特·雷伊
  第四节 波兰电影精神的书写者：安德热伊·瓦伊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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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波兰学派”的危机与延续：20世纪60—70年代中期
    四、“道德忧恩电影”——《大理石人》和《铁人》
    五、是选择还是屈从?面对商业下的困境——瓦伊达在20世纪90年代的电影创作
第五章 电影中的“新浪潮”
  第一节 法国“新浪潮”与“左岸派”电影
    一、法国“新浪潮”电影产生的背景
    二、法国“新浪潮”的主要作者与作品
    三、法国“新浪潮”的主要创作特征
    四、“左岸派”的作者与作品、风格及特征
    五、真理电影与浪潮之外的作者
  第二节 日本电影新浪潮
  第三节 异军突起的新好莱坞
    一、旧好莱坞与新好莱坞
    二、新好莱坞时期的重要作者与作品
    三、新好莱坞类型论及其后发展
  第四节 新德国电影与四大导演
    一、先声：联邦德国电影的严重危机，
    二、《奥伯豪森宣言》与德国青年电影
    三、新德国电影的四大导演。
        四、新德国电影的衰落及流变
第六章 进入20世纪90年代——异彩纷呈的当代电影
  第一节 丹麦：Dogma 95——20世纪最后一场电影运动
  第二节 美国：好莱坞体制内外
  第三节 法国：打上民族烙印的悖德者
  第四节 英国：电影业的新转机
  第五节 西班牙：新生代导演的崛起
  第六节 意大利：喜剧片的永恒魅力
  第七节 亚洲之光
    一、伊朗电影：受到国际大奖青睐
    二、韩国电影：希望之年
    三、日本电影：再造辉煌
    四、印度电影：我歌我舞
    五、越南电影：西方文化塑，造下的“民族”形象
    六、泰国电影：魔幻传说
结语 数字时代的电影——幻觉或是奇观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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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最早在卡普辛路的格兰德咖啡馆里观赏第一部电影的人群中。
就有一位著名的魔术师乔治·梅里爱。
梅里爱多年来一直经营着以表演魔术和演出木偶为主业的罗培·乌坦剧院，但是，自从第一次看到了
电影后，他便改变了自己的方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也改变了电影发展的方向。
难怪乔治·萨杜尔称：“电影戏剧的真正诞生，直到乔治·梅里爱手中方始实现。
”乔治·梅里爱的伟大在于他为电影的发展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
自1895年以后的近十年时间里，卢米埃尔兄弟一直在完善他们的电影，他们派往世界各地去的几十名
摄影师也在反复印证着电影的纪录功能及再现生活的可能性。
然而，乔治·梅里爱却在1897-1912年的十几年间制作了数百部长短不一的科幻影片，像《月球旅行记
》、《太空旅行记》、《格列佛游记》、《灰姑娘》、《鲁滨逊漂流记》等影片，其展现的触角已伸
及宇宙太空、宗教神话、异域探险、历史传奇、童话世界等多重领域。
同时，乔治·梅里爱的兴趣并不在于发展电影的叙事（即“再现生活”）功能，魔术师出身的他看重
的是电影特有的奇观呈现（即“表现”）功能。
正像乔治·萨杜尔所评价的“梅里爱利用特技，经常是为了使人感到惊奇。
它本身成了一种目的，而不是一种表现手段”。
1896年，在买到一部放映机和一部分胶卷后，梅里爱开始了自己的电影创作。
但是初期的影片并没有独创性，不是抄袭卢米埃尔兄弟就是抄袭爱迪生公司出品的影片。
但是，这位剧场演员出身的导演很快就致力于使用这项新技术带领观众艺术化地远离现实。
他在舞台上为电影放映安排了神话剧，有仙女、恶魔，还有一些魔术奇迹。
后来干脆就把自己的木偶剧和魔术剧院完全改成了电影剧院。
但是，梅里爱对电影摄影的创造性，是在他注意到特技摄影以后，才开始表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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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央戏剧学院系列教材(影视专业):外国电影史》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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