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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学术的发展端赖学者的专门精深研究，没有学者长期沉潜、训练有素的研究，没有含英咀华、厚积薄
发的成果，则学术的繁荣要么流于一句空话，要么就成了印刷垃圾的堆砌。
在日益资讯化和全球化的今天，仿效古人将相关成果藏之名山以冀传之后世，不仅是不可取的，也是
不可能的。
故学术成果的刊布与交流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而学术共同体与学术机构的职责就在于不断提供这样的平台，促成学术交流在共同体内外彼此互动，
良性循环，以维持学术之树生生不息，常青常新。
近十年来，本院秉持为人文学术研究繁荣发展设平台、与津梁的素朴理念，曾先后与日本东北大学、
专修大学，韩国庆尚大学、放送大学，台湾淡江大学、佛光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大陆的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机构进行合作，主办或合办了十多次重
大学术活动，为学术交流尽了自己的微薄之力。
本院还常设“名师讲坛”与“新视角讲座”两个论坛，有计划礼聘海内外大家名师来院内讲学，举行
专题讲座与报告达近百场（详见本院网站所列，恕不逐一列举）。
讲坛上鸿儒硕学络绎，名流大腕云集，成为校园内一道亮丽的风景，演讲者的智慧机锋，每次与听众
互动的思想火花，不时爆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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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华语电影的美学革命与文化汇流：大陆、香港、台湾“新电影”研究》以中国内地、香港、台
湾地区的电影创作为主体的华语电影，是在互渗互补中不断拓展的，中华文化是贯穿华语电影的共同
血脉，也是共同的文化渊源和文化之“根”。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先后掀起“新电影”运动，对三地电影文化的演进
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从整体上显示出华语电影的技术水准、艺术追求和美学风格的演化。
全书以华语电影的美学革命与文化汇流为主要研究内容，以文本个案读解为逻辑起点，在大中华文化
复合交叉的视野中，对大陆、香港、台湾“新电影”运动进行了整合性研究。
在分析大陆、香港、台湾“新电影”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
初，华语电影美学观念的革命，本源于三地社会语境的急遽变动，内在动因是异中有同的电影文化生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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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演进与落潮第一节 香港“新电影”的崛起与演化一、香港“新电影”的崛起1976年，香港无线
电视台节目部经理梁淑怡创立了“菲林组”，提倡用l6毫米摄影机拍摄电视节目并先后招揽了一批在
国外受过正规电影教育的年轻人，这批年轻人主要包括严浩、徐克、许鞍华、余允抗等人，又提拔了
一批自学成才的年轻人，如拍摄实验电影的章国明和摄影师出身的谭家明。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除了“无视”的菲林组外，另有徐克等人也在着手准备拍摄电视剧集。
对此，梁良指出，“香港新浪潮的崛起，主要是拜香港无线电台菲林组所赐。
”梁良敏锐注意到香港“无视”对于香港“新电影”人才的培养功莫大焉，因此，香港电视工业对于
“新电影”崛起的影响不容忽视。
1978年初，梁淑怡加盟新成立的“佳视”，引发了“无视”菲林组的年轻成员们的集体自动退职。
当时正逢电影产业不景气，大公司疲软，这群年轻人跃跃欲试，在独立制片人帮助下纷纷寻机进入电
影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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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历时一年，这部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书稿终于完成了。
其实，对大陆、香港、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关注不仅出于对这一课题的特别喜好，而是长期以来对
于中国电影史的研究中发现，大陆、香港、台湾“新电影”运动对于华语电影所构成的影响早已超出
了特定历史阶段的影像革命的意义，而越来越在新世纪华语电影的跨文化交流中显示出其重要的美学
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如上世纪五十年代法国电影“新浪潮”对于世界艺术电影运动的演进所构成的深远影响，上世纪八
十年代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电影”运动对于华语电影的现代演进也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时至今日，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它对于亚洲电影乃至世界电影的影响更加不容忽视。
今天，从电影美学革命的意义上重新审视这场“新电影”浪潮的美学轨迹，探寻其演进、落潮的动因
，揭示大陆、香港、台湾电影文化演进汇流的趋向，将会为处于全球化语境和跨文化交流中的华语电
影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实践意义的美学参照。
在写作期间，我深深感受到大陆、香港、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复杂性，三地源于不同的意识形态环
境和政治、经济语境，“新电影”作品虽在表层结构上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但在深层结构上不约而
同地彰显出儒家文化的精髓和民族美学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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