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时期电影文化思潮>>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新时期电影文化思潮>>

13位ISBN编号：9787504329646

10位ISBN编号：7504329649

出版时间：1997-01-01

出版时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作者：饶朔光,裴亚莉

页数：376

字数：30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时期电影文化思潮>>

内容概要

公元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王、张、江、姚“四人帮”被粉碎，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
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公元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
结一致向前看”的口号，真正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徘徊的局面，“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也
才开始得到彻底清理和纠正。
正是在这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的社会大背景下，随着整个文艺和政治关系的调整，中国
电影才真正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电影艺术家们的思想得到解放，创作积极性空前高涨；
人性的禁区得到了突破，人的主题的深化成为了电影艺术家思考的母题和创作灵魂所在；长期以来一
统天下的戏剧化创作模式受到了挑战，电影语言的现代化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并成为了日后很长一段
时间的焦点；一大批头脑敏锐和富有创新精神的年轻电影艺术家群体登上了创作舞台，开创了电影创
作的新局面并为其后更年轻的电影艺术家群体树立了榜样。
可以说，公元1979年是中国电影发生历史性转折的关键之年。
电影界老前辈夏衍曾这样写道：“从1979年中国电影创作情况来看，只要电影工作者思想解放，大胆
创新，少则五、七年，多则十年，中国电影将会在世界影坛占得应有地位。
”①电影理论家张骏祥更是兴奋地说：“已经到处可以闻到春天的气息了。
”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1979年是完整意义上的新时期中国电影的起始之年。
从此，中国电影才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和全面繁荣的时期。
    电影是一门艺术。
这对于中国电影艺术家们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
尽管电影每时每刻都受着政治的巨大影响和侵蚀，但电影作为艺术的观念及其神圣地位在电影艺术家
们那里更是不曾动摇过的。
1979年到1985、1986年，中国电影艺术家们是在较少受到政治的影响和干扰，而可以根本不去考虑经
济的环境中进行艺术创作的，可以说是获得了一种空前绝后的创作自由。
于是，一大批在将来后人撰写中国电影史时可以占有一席之地甚至显赫地位的电影杰作就产生出来了
：《沙鸥》、《邻居》、《逆光》、《小街》、《天云山传奇》、《巴山夜雨》、《城南1旧事》、
《骆驼祥子》、《人到中年》、《乡音》、《人生》、《一个和八个》、《喋血黑谷》、《黄土地》
、《猎场扎撒》、《红衣少女》、《黑炮事件》、《绝响》、《野山》、《小巷名流》、《良家妇女
》、《女儿楼》、《青春祭》、《盗马贼》、《笑蓉镇》、《孙中山》⋯⋯用传统的话说，中国电影
在题材、体裁、类型、风格及样式上都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可喜局面。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是中国电影史上一个辉煌的“黄金岁月”。
尤其是“第五代导演”的作品以其强烈的视听造型、影像的丰富表现力和独特的人文内涵而令中国乃
至世界的观众“震动”、“震惊”。
他们的影片在一些国际电影节上频频获奖而令中国电影受世人瞩目，开创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历史
性进程。
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艺术家们应该说是很幸运的。
    同时，电影又是一种工业，一种以经济利益为立足点的商业活动。
1987年以后，以“探索电影”为代表的对于电影艺术的执著与热情似乎一夜之间被娱乐商业电影大潮
所淹没和取代，令一些习惯了把电影作为艺术的电影艺术家们大吃一惊。
从1988年开始，娱乐片已达到整个影片产量的60％，1989年更是高达75％，其后一直到今天也差不多
是保持在这个高比例的水平上。
令广大电影艺术家汗颜的是，优秀的娱乐片并不占主导地位，而粗制滥造之作却占了相当大的数量。
片名就不必列举了，每一个中国电影人甚至每一个电影观众都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中国电影向何处去也就这样尖锐地摆到了每一个中国电影人的面前。
尽管如此，面向市场的电影体制改革的思路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毕竟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工业和现代传媒的本质是不应被忽视，更不应被抹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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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也随着海外电影尢其是好莱坞、香港电影的进入
和咄咄逼人，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工业和商业活动的观念也才逐步在中国电影人的头脑里生根开花，尽
管是有些不情愿和被动的。
    电影必须考虑收回成本并赚钱的问题，使一些仅仅习惯于把电影作为艺术的电影艺术家颇感尴尬和
困惑，这从他们只谈观众而免谈商业、赚钱、市场等等字眼的心态中可以窥见一斑。
然而，电影创作只考虑艺术问题而不考虑经济问题的时代毕竟是一去不复返了。
这对于“第四代导演”来说尤其不是一个福音。
他们中的很多人尽管主观上也想努力去适应，但多少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然已领风骚七、八年，足矣。
“第五代导演”（当然是其杰出代表）对这种商业娱乐大潮作了短暂的抵抗（如陈凯歌）和顺应（如
张艺谋、田壮壮）之后很快就采取了“走向世界”的国际化电影策略，以跨国资本为经济后盾并先瞄
准国际市场尔后“转内销”的独特的商业化运作为自己找到了广阔的生存空间，但同时也使自己的创
作发生了前后判若两人的巨大“裂变”。
不是个人的原因，是时代，是电影走向市场的大趋势，亦是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工业和现代传媒再次走
向自身的一次“回归”。
    然而，就中国特殊的国情而言，电影彻底的市场化似乎也只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
因为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大众传播媒体，它担负着宣传国家意识形态的使命。
面对着80年代后期电影界鱼龙混杂的现象，电影主管部门不失时机地提出“弘扬主旋律，坚持多样化
”的方针，以强化国家对电影的引导、指导，此所谓“正确的舆论导向”。
其后，又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的措施来贯彻和实施这一方针。
于是，“主旋律”电影的崛起和强势不衰，亦构成了80年代中后期至今天的中国电影的一大独特景观
。
这或许也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影的格局。
电影是一面镜子。
新时期中国电影也是新时期中国的一面镜子。
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种种发展、变化和起伏，是由新时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和起
伏所引发和决定的。
反过来，新时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和起伏的轨迹及其所蕴藏的各种信息，我们
也都可以通过读解新时期中国电影得到认识、印证乃至检验。
正是基于此认识，本书对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研究就不仅仅局限于电影艺术自身，而是试图从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尤其是文化）的各个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地对新时期中国电影加以认识和阐述。
我们试图给读者建造这样一面“镜子”。
或许，它只是“镜子的镜子”，或者走形走得厉害，但那完全只是我们的原因而与新时期中国电影无
关。
    电影也是一个窗口。
正如我们可以通过西方电影这个窗口去认识西方人及其文化一样，西方人也可以通过中国电影这个窗
口来认识我们中国人及其文化。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对新时期中国电影的阐释不仅使西方人更好地理解新时期中国电影，也能更好地认
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与政治一体化的文化心态）。
     电影是什么是一个说不尽的、永恒的话题。
虽然偏重于实践理性精神的中国电影人较少对这一带有形而上意味的问题作哲学式的追究和沉思，但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和争论却伴随着新时期电影发展的每一个阶段。
有趣的是，时间发展到公元1996年，围绕关于“电影先是什么，后是什么”而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
争论。
一方认为：“电影作为一门艺术与其它传统艺术有一个本质性的不同点，那就是它首先是一门工业，
一门由光学摄录系统和洗印放映系统构成的工业，其次它才是一门艺术。
”“‘首先’和‘其次’这个次序至关重要，因为电影既然首先是一件工业产品，这就决定了它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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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属性是根本的，是第一性的，搞电影首先是一种商业行为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电影既然其次才是一门艺术，电影需要的艺术就必然要服从商业的需要，即为数巨大的消费群体的需
要，而不是什么非世俗化的，‘属而和者仅数十人’的艺术。
”①而另一方则认为：电影首先是一门艺术。
“对于电影艺术家或者对于电影理论批评者来说——如果他还不是电影商人而是以传播知识、文化和
进行教育为使命的知识分子——电影当然首先是一门艺术：它用先与影、声与像来表达对世界的体验
、感受，表达人文关怀和人道远景，表达创造精神和美学理想。
”“我们坚持电影首先不是一种工业、一种商品，而是一种艺术、一种美学，这并不只是一种学院之
争、观念之争，而是一种电影现实之争。
”②我们无意为这场争论作出是非评判。
更要紧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知识产品全球化市场的形成及其传播的加快，中国民族电
影的生存和发展确实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我们拿什么去与好莱坞及港、台电影抗衡并争夺那本来就日见缩小的市场？
我们的优势是什么？
劣势又是什么？
这确实不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紧迫性极强的大问题。
面对已过去了的中国电影的一段辉煌，我们为之陶醉并礼赞。
而面对中国电影日渐窘迫的今天和并非很乐观的明天，说实在的，我们多少有点忧心忡忡。
    但愿这只是杞人忧天。
    我们渴望中国电影人能万众一心再造中国电影的辉煌。
    我们爱中国电影的明天更胜于爱中国电影的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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