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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影视作为当代最有活力的传播媒介，除了有其自身的技术、艺术的规范基础外，又和文化、思想
有着天然的亲和性。
影视文化是电影电视创作、生产、制作与评论者互动参与的资源，这些在决定我们对影片、文本的理
解的同时，还回应了时代的话语要求和总体性趋向。
我们正处于向视像时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之中，《影视文化》应运而生。
《影视文化》就只为社会、学界提供发表影视学术成果的公共平台，努力把自己与一种生活实践联系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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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实现了上述两个“一”和两个“三”，也就意味着电影又开始回归到一
种不可或缺的日常的文化活动，电影与观众才真正地普遍地建立起了一种正常的关系。
电影在文化软实力中的代表性也才更加有其相应的位置，更加有说服力。
我们常说电影是文化的第一大名片，尤其是在国际文化交流中。
但是现在我们递出去的这张名片，仅从产业的角度而言还很弱小。
这个忧虑不仅仅是中国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带有普遍意义的一个世界性问题。
包括艺术电影大国——法国，如今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因此，中国电影要想取得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必须首先要拥有中国的电影观众。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无比重要。
第二个命题，是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给电影创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这也可以说是电影创作上的使命和
任务。
这就涉及另一个指标，即两个“二”的指标。
具体说，第一个“二”是指在中国电影稳固在400部的规模上，要想提高水平，提高质量，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审美个体的审美需求，必须要在年度电影生产当中
，保证20％的电影能够顺畅进入主流院线。
如果将这20％换算成具体的影片数就是80部，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保证80部有质量的电影能够顺利进入
主流电影院线。
需要强调的是，所谓“顺畅进入”，就是市场主动欢迎，观众踊跃购票，能够有一定的放映规模，一
定的放映时间。
与此同时我们要在第一个20％的基础上努力产生第二个20％，就是在20％进入院线放映的影片当中，
争取有20％，也即15部左右的电影能够形成群体记忆，从而进人心灵记忆，并进而形成历史记忆。
这就是我们要求和期待的优秀作品。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电影局提出了一个“中等突破”的概念。
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概念，是因为那些100万以上、200万以下的小成本影片，想在市场上占有空间确
实是有难度的。
而中等成本影片，亦即那些投资在800万一3000万之间的电影，相对来说有更多拘拓展空间。
考虑到这一点，我认为，中国电影必须荬现“中等突破”，因为由于这些中等成本影片既不具备使用
高科技手段的能力，又不具备电影工业化试验的能力，因此它反倒会把精力更多放在包括电影的故事
形态、电影的美学表达或者电影的思想发现等这类元素在内的电影叙事层面，甚至也可能把注意力放
在对电影的“好看”和“有趣”的追求上。
最终让中国的电影产品从整体上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结构，塔尖还是大片，但它是少数的，底座是中小
成本共同构成的。
其中小成本是沙子，中等成本才是水泥。
中等成本的电影一定要占据中国电影格局当中的大面积，这才是正常的电影格局。
当然，也应该承认，这两个指标是非常之高的，实现起来可谓任重道远。
但是，之所以要“知难而上”，归根结底，无非还是要确立一个科学化的衡量指标。
这个指标就是考察有多少电影能够进入电影院，有多少影片能够在观众中产生影响。
这就是我们提出20％的关系的理由。
它看起来是借用了一种理科思维，但实际上对我们规范电影创作是有意义的事情。
总而言之，中国电影的创作在这两个20％上都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
这有待于我们深化对电影的理解，有待于我们付出艰苦的电影创新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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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形建国60年中国电影的文化历程，赵刚 哭笑不得的现代性：阅读卓别林摩登时代，王一川 当今中国
大导演制胜术一通三学，鲁晓鹏 空间／动性／现代性华语电影中的妓女形象，罗卡 追寻电影先驱伍
锦霞：跨界创作的先行者，萧知纬 20世纪早期中国电影院礼仪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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