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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影与都市：都市经验、视觉空间与电影消费》中的论文和发言，有的抓住了新的电影现象，
就具体的城市电影营销策略、文化创意产业进行了集中思考；有的从电影生产的各个环节入手进行总
结整理；有的则从哲学观点切入，对城市视域、电影经验、电影的空间消费等有了新的认识。
总之，论文围绕电影和都市的关系大多提出了有价值的观察和分析，其中一些论文在发现问题、提出
论点、组织论述等方面尚嫌稚嫩，有待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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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犀禾，美国俄玄俄州立大学影视艺术学博士.现为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亚洲影视研究中
心主任.上海市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ACSS（亚洲电影
研究学会）中国区理事.北京电影研究重点学术基地学术垂员.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学术委员。
主要研究领域：影视理论、历史和批评，中外影视的跨文化研究。
　　曾先后承担全国六五社科重点项目、上海市及市教委社科项目多项，上海市电影学重点学科学术
带头人。
先后出版专著（主编110部，发表论文（译文）70多篇。
　　曾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2项，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优秀学术论文奖2项、上海市教学成果奖2项。
、黄望莉，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副教授.影视史论教研室主任、上海电影评论协会会员。
1997年毕业于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获得电影历史与理论方向硕士学位。
2003年开始在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任教，2009年获得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电影学博士学
位。
曾先后在专业期刊和核心期刊上刊发研究性论文20余篇，其中几篇先后被《中国电影年鉴》、《人大
复印资料·景视艺术》、《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论文集》、《银色印记上海影人理论文选》等多家刊
物和书籍转载。
专著《海上浮世绘文华影片公司初探》。
也曾与人合作完成《影视文学写作》、《影视艺术概论》教材。
曾为第九、十、十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国际短片遗片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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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序】 电影与都市：都市经验、视觉空间与电影消费第一部分 当代都市电影中的文化及其想象新
都市电影：眼与心的裂隙《团圆》——现代都市电影的“非典型”表达虚构的“海上都市”——从《
海上梦境》、《海上传奇》谈上海电影中的想象误区城市·人·记忆——略论贾樟柯的城市影像新时
期以来中国电影中都市叙事的演变另一种都市电影——关于新世纪“向城求生”者的都市影像新世纪
十年中国城市电影文化发展态势当代都市文化语境中的女体呈现和性别政治第二部分 都市背景下的电
影产业及其他城市，民营影视企业发展的生命线从模糊之域到具名之城——当代电影生产与城市营销
的互动阐释学研究从《非诚勿扰》到《唐山大地震》——论杭州城市品牌形象的电影植入式营销都市
化与当代中国都市电影叙事的三个转向试析电影给予都市大众的空间消费构成城市“视域”与电影经
验——一种现象学的描述第三部分 中国早期电影中的都市空间及其视觉政治略论“十七年”时期的中
国城市电影8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都市文化的回归与构建幻灭与新生——昆仑影业公司创作中反城市化
倾向的延续和突破（1947—1949）1927—1937年上海都市空间华洋格局之变与影院自主化建设夹缝中成
长——试论长城画片公司影片中的都市女性形象空间与视觉政治：《木兰从军》胶片被焚事件始末被
忽略的《新旧上海》——另一种城市生活、第四部分 多/跨地视域下的都市电影“文化之困”的影像
与“文化之谬”的现实——三地都市影像的文化内蕴及当下大陆都市电影缺失的文化评析论台湾电影
中台北城市空间的建构电影的现实边界、都市心理与梦幻叙事——以《盗梦空间》对中国电影的启示
为例略论新世纪美国电影中的后大都市空间可见的城市——碎片？
有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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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都市电影”一说始见于《产业化以来类型电影新探索》一文（《中国电影报》，2010年4月15
日，第18版）。
作者汪景然在文中概括了中国电影产业化以来新探索的电影类型：人物传记片、灾难片、谍战片、科
幻片、魔幻片、西部片、惊悚片和新都市电影等。
作者认为《非常完美》和《杜拉拉升职记》以全新的视听享受开启着“中国时尚城市电影的新类型”
。
的确，在这两部电影取得票房佳绩之后，《四个丘比特》、《摇摆的婚约》、《我的美女老板》、《
活该你单身》、《爱出色》等影片都密集上映，在都市的流光溢彩中多了对时尚符号的展现、对轻松
喜剧的嫁接，成了当下中国电影的主流影片之一。
　　但是严格说来，“新都市电影”不能从类型的传统视角去认识，因为其提出是从时尚化的炫目的
视听冲击层面出发，对文本这一判断类型的核心要素而言，它主要是都市爱情和喜剧这两大主流类型
的融合。
然而从宽泛的角度讲，“新都市电影”也具有某种类型意义，一方面是因为电影作为大众的消费品，
类型的开发和生产都是为了满足观众的多样化需求，而“新都市电影”正是在视听层面契合了当前主
流消费群体的观影需求，亮丽光鲜的影像满足了年轻观众的时尚都市趣味；另一方面，“新都市电影
”是对《穿普拉达的女王》等外国影片的借鉴和改写，观影丰富的观众能够从这些中外影片中归纳出
故事背景、人物设置和影像风格上的一致性，将其纳入“同类”的范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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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自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第一次放映洋彰戏一以来，电影与城市便在中国结下了
不解之缘。
一方面，城市不仅为电影这一茵方技术文化在中国的引进、扎根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地，而且城市
也迅速成为中国电影创作的主要题材之一。
另一方面，电影的普及与发展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代城市文化的结构，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
城市观念。
　　——张英进：《中国电影中的城市形象》　　　　都市化伴随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而来，它不仅
直接彰显出人类生活模式趋向现代的历史性转变t更是导致此一转变的重要动力。
电影与早先的各类文化相比，不光只记载历史、评论历史，它们亦内在于历史革命的洪流中。
因此，电影中的景观，既取自步调紧凑的现代都市生活，又有助于形成忙乱、脱序的都市节奏，使它
成为社会准则。
它同时放映、形塑出新式的社会关系，而此一关系正是在陌生人来来往往的拥挤街道上发展而来。
换言之，电影场景不仅记录，同时又影响现代都市所代表的社会和文化空间转变。
　　——大卫·克拉克：《窥见电影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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