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香港电影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香港电影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106032395

10位ISBN编号：7106032395

出版时间：2010

出版时间：中国电影出版社

作者：王海洲

页数：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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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电影研究>>

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冷战时代尖锐的意识形态对立，香港和内地之间的交往受到越来越为
严格的管控，香港电影也渐渐在内地观众的视野中淡出。
尤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政治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由于“文革”，内地研究者对香港电影
这一重要转折时期的作品接触不多，研究更少。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内地和香港的电影交流逐渐增多，但是当时内地人士观摩
的香港电影多以盗版录像带为主，而这些录像带多以闹片笑片鬼片为多，所以内地研究人员也因文化
品格上的价值判断而忽视对香港电影的研讨，对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香港所形成的商业电影的创作规
律和可取经验也未能给予全面深刻而且学理化的总结。
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两地合拍影片的增多和内地电影工作者试图拍出高质量娱乐影片的愿望的驱
使，内地开始对香港电影重视起来，但这种重视基本上是创作人员针对拍摄实务而进行的学习和借鉴
，对香港电影的理论研讨仍然没有得到深人和系统地展开。
产生这样一个现状的主要原因是内地研究人员面临一定的困难：一是内地方面所能观摩到的经典香港
电影数量有限，二是内地学者所能掌握和使用的有关香港电影的历史文献资料并不多，在这两个问题
上内地学者同香港和台湾两个地区的同行相比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尽管在香港回归前后，内地对香港电影的研究投以足够的重视，由中国台港电影学会联同香港
华南影联，在广州举行了香港电影回顾展并同时召开了香港电影学术研讨会，该会议汇集了内地、香
港、台湾三地的电影研究人员，由于内地方面对香港电影研究的起步较晚，所能使用的影像与文字资
料又很局限，所以在学术水准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显示出尚需努力的巨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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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两地合拍影片的增多和内地电影工作者试图拍出高质量娱乐影片的愿望
的驱使，内地开始对香港电影重视起来，但这种重视基本上是创作人员针对拍摄实务而进行的学习和
借鉴，对香港电影的理论研讨仍然没有得到深人和系统地展开。
产生这样一个现状的主要原因是内地研究人员面临一定的困难：一是内地方面所能观摩到的经典香港
电影数量有限，二是内地学者所能掌握和使用的有关香港电影的历史文献资料并不多，在这两个问题
上内地学者同香港和台湾两个地区的同行相比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尽管在香港回归前后，内地对香港电影的研究投以足够的重视，由中国台港电影学会联同香港
华南影联，在广州举行了香港电影回顾展并同时召开了香港电影学术研讨会，该会议汇集了内地、香
港、台湾三地的电影研究人员，由于内地方面对香港电影研究的起步较晚，所能使用的影像与文字资
料又很局限，所以在学术水准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显示出尚需努力的巨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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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海洲，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教授，电影学博士。
主要学术专长在中国电影研究，对中国内地、香港、台湾的华语电影有系统的研究，主编并参与撰写
了多部学术专著，有《镜像与文化；港台电影研究》、《中国电影：观念与轨迹》等；发表了诸多学
术论文，有《视点及其文化意义：当代中国城市电影研究》、《类型规范与文化改写：全球化时代的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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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1第一章 百年中国电影中的邵氏“武侠新世纪”／120世纪60年代的“邵氏”电影在中国电影史
上的地位确实值得重视和重估。
在内地、台湾的电影制作处于低潮的时期，“邵氏”电影是当时华语电影的一个奇迹，是华语电影处
于困境时的一片绿洲。
全盛时期的“邵氏”电影不仅造就了香港电影的一段辉煌，更为华语电影在巨大断裂的鸿沟中架起了
一道走向未来的桥梁。
第二章 电懋公司国语都市片中的都市想象／17“电懋”国语都市电影反映了一个发展中的城市逐渐兴
起的都市文化，但在西化、现代的都市外表下是对传统的婚姻与家庭的推崇与颂扬。
“电懋”所拍摄的国语都市片将探讨的议题延伸至都市的方方面面，用大众娱乐的形式展示了都市带
来的便捷、休闲、享受、现代、新奇感和国际化，是建立新都市文化的一次尝试，是立足香港本土对
都市的一次乌托邦式的建构，并没有花大力气怀念过去，而是尽情地展望未来。
第三章 香港怀旧片浪潮：一次激活文化记忆的仪式／57与美国学者杰姆逊等学者所强调的“历史感的
消失”、“历史平面化”的后现代特征不同的是，香港怀旧片对于“历史意识”和“历史感”的追寻
非常突出，在民间文化的游戏冲动之下，逐渐上升为民间文化仪式，激活了香港的文化记忆，缓解着
由“九七”问题所带来的不安与焦虑，鼓舞并团结着香港这个“家国之外”的社群，使香港文化建构
成为一种可能。
第四章 前“九七”香港电影中的身份问题／91前“九七”时期的香港身份是含混、复杂的，它身份上
的这种特性是由三种“在场”——英国的在场、中国内地的在场、中国香港的在场——决定的。
因此处于前“九七”特定语境中的香港社会，如何在特定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诉求下，
在同化、变更、抵抗的状态中，完成对自身身份的认同与建构就具有了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五章 20世纪90年代香港电影空间的后现代特征／133电影空间作为反映真实空间的“摹本”或“类
像”，在真实的经验世界里常被错误或是虚假的表象所遮蔽。
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香港影像中呈现出平面化的城市空间、零散化的边缘空间、断裂
的历史空间以及不确定的文化空间等。
种种五光十色的影像空间作为一种影像的消费而被大量复制、拼贴，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香港影坛一
道独具特色的后现代式的影像图景。
第六章 “英雄”的传承与颠覆——《古惑仔》系列电影研究／173《古惑仔》系列电影是香港电影中
独有的影片类型，也是香港社会独特的文化现象之一。
《古惑仔》系列电影的实质是从香港黑帮片和香港英雄片中发展而成，作为香港影片的特例之一，《
古惑仔》系列电影传承了香港英雄片的某些模式，但是也颠覆了英雄片的很多重要的元素值得研究和
探讨。
第七章 周星驰喜剧电影的叙事和意识形态／209周星驰电影以其独特的搞笑风格，为香港大众生产了
无数的快感，同时也铸就了一个香港商业电影的神话。
“无厘头”不过是对意识形态压抑的一种短暂逃避，是主导体制内的一次弱化的狂欢宣泄过程，实际
上这是弱势者在强势者的场所内部开创属于自己的空间，最终想象性地满足了大众的原始欲望，使现
实生活中的压抑得到了暂时的释放，它以其独特的修辞手段使意识形态在宣泄中得到重塑。
观众所产生的快感，不过是一种包裹意识形态的糖衣，“无厘头”担当的是现代社会“安全阀”的功
能。
第八章 城市与人——陈果电影城市形象与人物形象研究／245陈果电影颠覆了人们对香港这个都市的
固有认识，它揭开城市肌肤上温情脉脉的面纱，着眼于香港社会底层与边缘人群，露出城市被遮蔽的
伤口和血腥。
这里没有富豪、没有大厦，有的只是挤满杂货店和旧楼的街道。
这里的香港显得肮脏而拥挤、灰暗而堕落。
从某种角度说，陈果电影成为香港社会的一面镜子，折射出香港不为人知的另一番景象，形成全新的
影像风格和形象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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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1997-2003香港喜剧电影的类型嬗变／281就回归后香港喜剧电影的文化形态而言，它既具有“
渴望从种种压抑中获得解放和自由”的原动力，又因为时代语境的变化淡化了“否定”、“讽刺”等
颠覆性因素而进入意识形态体系内部承担主体意识“再次询唤”的功能。
因此，回归后香港喜剧电影是狂欢体系的一次异化，是一种“想象的狂欢”。
后记／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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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游戏精神的三种彰显游戏成分在相互交织中形成了一个特定的游戏空间，在这个游戏空间
中，游戏进行，游戏精神彰显，仪式由是产生。
香港人对于自身处境和世界的反应并不是幼稚无知的，他们的反应自然独特而又富有诗意地存在于香
港怀1日片浪潮之中，最能反映自身文化特征的游戏成分在浪潮中自由组合，游戏精神进行着三种彰
显：古今对照、咏史的情怀、怀旧电影的狂欢仪式。
1.古今对照：城市的寓言“怀旧”是一个记忆的过程，是追踪过去的意识活动。
在香港怀旧片中，记忆与失忆是常常出现的母题。
《胭脂扣》企图以个人的记忆重建现实，如花为了追寻50年前的恋人从阴间走到阳间；《阮玲玉》通
过间离的镜语“批判式的重新探访”，一方面颠覆着“历史与真实”的对等关系，揭示出“语言”强
大的建构“历史”甚或现实的力量，另一方面“记忆与失忆”亦成为影片对于私历史的关注选择的隐
喻；《新难兄难弟》中儿子在父亲昏迷失去知觉的时候，重历父亲60年代的生活史；《92黑玫瑰对黑
玫瑰》中飘红的失忆经常导致她身份的混乱⋯⋯这些影片成为香港怀旧片游戏精神的一种彰显，成为
香港历史处境的一个象征，香港城市的一种寓言。
这一游戏精神在游戏成分的表现层面上，便蕴涵于时空与人物的错置之中，这种错置一般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旧”事叠印在90年代的时代背景之下，形成一个古今对照的体系；另一种是90年代下的60
年代事迹。
“旧”事叠印在90年代的时代背景之下，对照性更强烈，情感更深沉，如《胭脂扣》中如花从30年代
的塘西进入90年代的石塘咀；《阮玲玉》中，张曼玉与阮玲玉的平行对话，游戏成分在氛围上对逝去
时代气息的凄美营造与现世时空的乏味、焦灼形成鲜明对比，在诗性隐喻中构建错位的城市意象，由
此便形成了这个城市的寓言和象征体系。
《胭脂扣》、《阮玲玉》为观众呈现的是一个古今对照的体系，都饱含着令观众心醉神迷的游戏精神
，但二者采取的手法却不同。
《胭脂扣》比较复杂的地方表现为，一方面万梓良在电车上所流露出来的对女鬼的恐惧；另一方面，
年轻的女主角在初遇梅艳芳所演的女鬼时所流露出来的轻蔑和不信邪的态度。
影片极力渲染30年代塘西景象，与已改为幼稚园、便利店的倚虹楼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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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92年，我刚刚留校从事教学研究工作。
当时主持北京电影学院理论研究室工作的倪震老师，作为师长前辈，本着对后生前途负责的态度，帮
我分析学术发展前景，因我的学术训练是中国电影史，倪震老师认为在中国电影的大框架下，“香港
电影”的研究空间更为宽广。
当时，录像厅、录像带肆虐，图像低劣的香港电影流行在大街小巷。
正像贾樟柯的《小武》中再现的那样，香港电影已经是低劣、打闹、荒诞不经的代名词。
在那个人人心向艺术的时代，香港电影被视为“玩意儿”，那是鲜有研究价值的，那时说自己是从事
香港电影研究的是真有点羞于启齿，我就在这种情形下潜入了香港电影研究这片领域里。
参与的第一个学术事件是在1992年秋季，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和电影理论研究室联合举办一个名为“
把娱乐片拍得更艺术”的学术研讨会，看看题目就知道当时的价值取向，为了让观众买票进影院就要
拍娱乐片，但又不敢旗帜鲜明地搞娱乐片，还要冠以让娱乐片“更艺术”的名号才能登上大雅之堂。
我有幸参与了这次会议的组织工作，郑洞天老师作为会议的发起人、策划人，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
就是要在会议上发言，就香港武侠片、动作片做一介绍。
我领命之后，钻进图书馆，苦读慎思，终于完成了任务。
那是我作为教师在学术会议上第一次就香港电影发言，诚惶诚恐之后，反应还算令自己欣慰。
此后这个发言经过整理扩展发表在《当代电影》上，虽然这篇文章今天读起来让我汗颜，但是作为学
术道路上的第一个脚印，还是不能忘却的。
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这次“把娱乐片拍得更艺术”学术会议具有重要的意义，香港电影研究此后成为
内地学界的显学，这次会议是一个重要转折点。
徐克导演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放映了《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跛豪》、《新龙门客栈》等香港
影片，内地学者才摆脱了从录像带上认知香港电影所形成的惯性认识，银幕上的香港电影是如、此的
富有质素、如此的震撼，也是如此的富有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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