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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成立于1981年1月24日，至今整整30个年头。
30年来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与我国改革开放同步，与中国电影事业的复苏、起步、发展、走向辉煌同步
；它伴随着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人走过了30年来曲折起伏、激荡人心的岁月，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
电影画册添上了色彩斑斓的一笔。
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们不由得想起了离开我们24年的中国电影评论学会首任会长钟惦棐。
30年前，正是他与梅朵、罗艺军等先生一起提出了成立“我国电影评论、电影理论、电影史研究工作
者的学术性群众团体--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的动议。
这一动议得到我国电影界前辈夏衍、陈荒煤、张骏祥的热情支持，他们担任了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的名
誉会长。
夏公在中国电影评论学会成立大会上作的题为“以影评为武器，提高电影艺术质量”的讲话，直到现
在仍然是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展开学术活动的精神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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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的运用，郑雪来通过分析法国著名导演戈达尔的创作思想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他指出，“戈达尔受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认为摄影机本身具有意识形态性，是一种意识形
态机器，反映出在各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里不难看出，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分支的
阿尔都塞学派意识形态批评在电影理论中的翻版，如今有不少学者大谈意识形态批评问题，而我们有
些年轻学者也对之亦步亦趋，其实稍具马克思主义知识的人看来，那些观点相当幼稚，明显带有机械
唯物论的味道。
真正要讲意识形态问题，我们中国人一定必洋人高明，不过我们也不必对阿尔都塞的理论嗤之以鼻，
他从西方特别是法国的现实社会出发，还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论点。
”　　中国学者对意识形态的批评的接受和运用的确显得驾轻就熟，胡克等学者发表的《电影：潜藏
着意识形态的神话》一文，分析电影是如何利用自己特有的语言方式，向观众渗透意识形态。
后来的许多电影批评文章承袭了《约翰·福特的（少年林肯）》的意识形态分析方法，侧重于对影片
拍摄时的语境加以剖析和揭示，汪晖的《政治与道德及其置换的秘密》（见《当代电影》1990年第1期
）用意识形态方法对电影作品及其语境进行了重新述评，用意识形态方法对电影史加以述评的重要著
作是胡菊彬写的《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这本书按照史的线索系
统分析了新中国电影中的意识形态观点。
较早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对电影进行文本分析的文章是《（蝶变）读解》（见《当代电影》1987年第5期
），这篇文章通过对香港电影《蝶变》镜头组合的具体分析，解释了其中使用的“缝合”性修辞手法
，以及这种手法中暗含的文化主题。
在此之后，刘云舟发表了《文本和文本分析》（见《当代电影》）1994年第1期）讨论了对中国电影进
行文本分析的理论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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