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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影纪事》梳理与描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60年历史：首先把“北影”的具体考量对象设定为
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创作人员及决策领导者；其次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创建、发展、转制的历
史过程中整理其实施过程；最后将表述内容构建为两个部分：产业、创作、人事变动的线性描述和代
表性人物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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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远婴，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电影研究所副所长。
    主要学术成果：《电影的自觉——新时期电影论》(1986)、《从符号学到精神分析学》(1989)、《苏
联电影的三次革命》(1989)、《女性主义与中国女性电影》(1990)、《爱森斯坦及其蒙太奇学说
》(1991)、《在电视符号的背后》(1995)、《外国电影理论文选》(1995)、《她们的声音》(1996)、《阅
读香港电影》(1997)、《中国电影中的乡土想象》(1998)、《现代性、文化批评与中国电影理论
》(1999)、《华语电影十导演》(2000)、《九十年代的第五代》(2000)、《百年六代影像中国》(2001)、
《WT0与中国电影》(200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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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杨远婴主编的这本《北影纪事》梳理与描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60年历史：首先把“北影”的具体考
量对象设定为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创作人员及决策领导者；其次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创建、发
展、转制的历史过程中整理其实施过程；最后将表述内容构建为两个部分：产业、创作、人事变动的
线性描述和代表性人物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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