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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5年我主持了一项关于中国儿童电影研究的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的课题，本书就是这个课题的
研究成果。
这个课题重点在破译中国儿童电影的文化密码。
它涉及中国儿童电影文化传播的国际文化语境；中国儿童电影的文化结构、儿童观、文化观以及美学
观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构成本书的主要乐章。

　　研究表明，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电子传媒有自身的文化传播方向。
在世界范围内，传媒发达国家在向其他国家输出先进传媒技术的同时，总不免将西方意识形态一并输
出。
比如随着美国动画传到中国，北美的价值观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儿童，它的实质是使中国受到西
方强势文化的侵略。
在这样的国际文化语境中，中国儿童电影应有涵容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以便抵御北美价值观的侵入
。
从中国儿童电影的文化结构上看，种族、阶级、性别构成中国儿童电影中儿童文化视阈的三个维面，
也是中国儿童文化人格的结构。
从总体上看，中国儿童电影表现出种族平等；地域、民族、出身与文化背景不同的儿童平等；男性儿
童与女性儿童平等的意识。
有的影片有意凸显女性儿童自立自强的意识。
这表明中国儿童电影的文化倾向是先进的，儿童观研究是中国儿童电影研究的关键词。
令人遗憾的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儿童电影的儿童观普遍落后，主要表现在影片中儿童与成人的关
系上。
成人常常扮演精神领袖的角色，儿童则是成人意志的体现者或顺从者，没有体现出儿童的主体意识。
中国儿童电影编导的儿童观基本上是教育儿童的儿童观，这种儿童观显然是落伍的。
儿童观落后的另一表现是影片编导对儿童的基本心理需求把握失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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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二、扭曲的儿童形象童年定义的出现是在17世纪至18世纪的欧洲，至此，儿童从成人
中分离出来从而拥有了自己独立的价值。
在中国，儿童作为“缩小的成人”直至五四时期才在理论上得到真正的解放，拥有了自己的地位。
然而，“自由逍遥的花园”对于中国的儿童来说似乎太遥远了。
几千年来所积淀的社会传统价值观念、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影响使中国的儿童形象在文学艺术作品
中或以战争时代的小英雄出现，或以新时代的好儿童出现，而深入反映儿童独特个性与心理的艺术作
品可谓凤毛麟角。
20世纪90年代拍摄的《一个独生女的故事》和《背起爸爸上学》所表现的生活依然是局促的、封闭的
。
苦难成为儿童生活的唯一底色，在这种成人都无力承担的苦难中，儿童早已远离了天真烂漫的童年，
他们背负起的是成人的深重期待和寄托，树起的是一个个完美无瑕的榜样。
苦难虽然给予了儿童坚强的意志、不屈的灵魂，然而种种战胜苦难的影像表达却是以童年的消逝为代
价的。
在那种令成人都肃然起敬的成熟目光和坚定脚步的背后，童年所应享有的阳光与欢乐早已随风而逝，
留下的只是儿童的躯壳和成人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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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儿童电影三重奏:文化·艺术·商品》为学术前沿研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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