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帝国的银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帝国的银幕>>

13位ISBN编号：9787106029180

10位ISBN编号：7106029181

出版时间：2012-2

出版时间：中国电影出版社

作者：彼得·海

页数：417

译者：杨红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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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国的银幕>>

内容概要

　　《帝国的银幕：十五年战争时期的日本电影》是对日本战时电影的悉心研究——在任何语言中这
都是破天荒的——作者认为你会发现我的初衷远不限于此。
十五年来作者一直在为本书做准备工作，他所做的并非仅仅是看电影。
作者广泛阅读当时的报刊、文献、哲学、历史、漫画和文化批评，在本书中，把电影视作文化／社会
产品，旨在将其植入更广阔的时代语境中。
本书广征博引，不仅得益于专门的日本电影史学家，还受惠于多位普通历史学家，对此深表谢意。
　　希望，在中国，本书的读者也不囿于电影爱好者，而是包括所有对历史良知问题感兴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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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帝国的银幕(十五年战争与日本电影)》由彼得·海所著，虽然本书是对日本战时电影的悉心研究—
—在任何语言中这都是破天荒的——作者认为你会发现我的初衷远不限于此。
十五年来作者一直在为本书做准备工作，他所做的并非仅仅是看电影。
作者广泛阅读当时的报刊、文献、哲学、历史、漫画和文化批评，在本书中，把电影视作文化／社会
产品，旨在将其植入更广阔的时代语境中。
本书广征博引，不仅得益于专门的日本电影史学家，还受惠于多位普通历史学家，对此深表谢意。
其中的一位(成田隆一)最近写道：“《帝国的银幕》并不单纯是日本电影的断代史，而是从电影推衍
出了1931年直至1945年的整体文化史。
”    希望，在中国，本书的读者也不囿于电影爱好者，而是包括所有对历史良知问题感兴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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