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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电影的政治社会化功能研究》关注并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研究样本受“涉及政治权威
的电影”影响与研究样本向现实中特定政治权威提供弥散性支持之间是否存在着相关关系？
如果受电影影响与弥散性支持之间存在着相关性，其相关程度如何？
影响这一相关程度的结构性因素有哪些？
《当代中国电影的政治社会化功能研究》回答这些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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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震，1976年7月出生，北京大学泫学学七、管理学硕七、法学博士，中央戏剧学院艺术管理系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围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兼职律师，中国戏剧家协会会
员。
致力于跨学科研究，丰要研究领域为政治文化与媒介效果、艺术法与文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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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有学者认为，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美国电影显然优于中国电影，二者的政治社
会化效果差异明显。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认为，只有在比较的基础上，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因此，本项研究选择了同属于战争历史题材的《集结号》和《拯救大兵瑞恩》进行比较分析。
之所以选取这两部电影进行比较，主要是因为：首先，这两部电影的票房影响非常广泛、社会反响非
常巨大，为被调查者所熟知；其次，这两部电影的创作题材相似，均表现了战争的残酷，也都表现出
了对战争中牺牲的千千万万普通一兵的尊严的关注。
都折射出对人文关怀的终极追求。
因此，选择这两部影片进行比较，具有典型性意义。
 虽然这两部影片的具体情境设置截然相反，但无论是以牺牲少数士兵的生命来保障大部队安全撤离，
还是付出八个特种兵的生命代价去拯救一个普通列兵，实则均是对同一政治价值主题的探讨和追问：
即在残酷的战争环境和生死考验下，如何看待军人的服从与献身？
从某种意义上说，观众对影片中军人的服从与献身的认同与理解，即是影片政治社会化效果的客观折
射。
 从网络回访中发现，在某种程度上，《集结号》确实起到了“充实认知”的作用，绝大部分被访者在
观看这一电影之前，对于“一些指挥官在解放战争的个别战役中，为掩护大部队撤退，被迫以组织名
义‘欺骗’下级执行阻击任务，以少量的牺牲换取大部队的安全”的事情并不知悉，而在观看之后却
相信上述电影情节就是真实的历史。
 从网络回访中还发现，被访者对于上述“欺骗”情节的意见分歧较为明显，呈现出政治评价的分裂性
。
一部分被访者认为：站在大局的立场上。
虽然这种命令带有欺骗性质，但是以牺牲少数人的生命换取大局利益，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但是从人性的角度看，不仅“违背个人意志”，而且“非常不公平”、“非常不人道”。
这说明，一些既有的政治共识，尤其是对于集体主义、大局意识的政治认同似乎影响了人们对于这一
政治性情节的评价。
但是，在人性尊严日益受到尊重的今天，命令与服从之间却隐含着深刻的人性伦理，这种伦理是双向
的，既体现为上级首长对下级部属的诚信与责任，也体现为后者对前者的忠勇与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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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中国电影的政治社会化功能研究》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理论学术价值。
作者依托北京大学宏阔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学术背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调查研究的第一手
资料实际出发，对照相关的文化政策，运用政治学、艺术学、统计学和美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融合
电影的认识、教育、娱乐、审美功能，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有力匡正了只把电影当作单纯的经济产
业的偏颇倾向，以期唤起全社会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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