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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用生动的文学化语言，支触摸一段刚刚发生过的历史；用是影和电影周边环境的互相影响，来分
析每一时间段作品的成色和形态；从具体到拍摄背景、票房统计之类的量化现实，到夹叙夹议、“故
弄玄虚”式的多样信理论提升⋯⋯这些特点以及它所反映出的某些新的学术方式，很值得我们回味。
电影本身是一个归属很杂乱的东西，意识形态工具、工业化生产的文化娱乐商品、通过多道工序由集
体创作完成个人意图的艺术劳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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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文学艺术终于在强加给它的重压下存活下来了，那些“痛苦的真实，事物的实际状态，常识性
思考”[3]在中国文艺作品中越来越自我显露了。
虽然艺术家无法梳理和解释“文革”的起因与影响，但回忆并叙述“文革”的过程和细节，把心中的
苦难和怨恨通过艺术作品宜泄出来，是他们可以做的。
一些有良知的艺术家很快发现，如果不能从文化、道德及价值观的断裂创伤中修复生还，中华文化的
种种精神谱系都面临着中断的危险。
但废墟上的文化重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机遇和风险一直并存，要有所作为，除了艺术家自身的
能力外，向困难进军的勇气也必不可少。
第二节  沉重翅膀：阵痛后的电影界    在“文革”结束的头两年里，和整个中国社会一样，电影界也处
于百废待兴之中。
与其他领域相比，电影界在“文革”十年中的变化更特殊，中国电影走了一条异常艰难的道路。
这条路上布满了危险的陷阱，中国电影的形象是扭曲和变形的。
    “文革”期间，江青直接介入了电影界的大小活动。
因为30年代在上海电影界的演艺经历。
使她对领导电影界的“革命”充满了自信，并把电影界当作她占领整个文艺界的桥头堡。
大到电影方针、政策的出台。
小到一部影片中某个镜头的处理，都打上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江青的烙印，体现了她的．
关怀”．作为江青主抓电影的直接产物，样板戏”“定为电影艺术的典范。
被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如果作为一种艺术样式来看，可以用另外的篇幅来讨论它的得失。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的产生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
首先．它是以割断中国电影历史为代价的，中国电影的传统被一概抛弃，几乎所有的优秀影片被扣上
“大毒草”的帽子，打人了冷宫；第二，它是以抹杀“百花齐放”的指导方针为代价的。
以创作上的整齐划一取代丰富多样。
以一种声音替代众人的发育。
第三。
它是以无数艺术家放弃自己的艺术主张为代价的，很多有才华的艺术家的艺术生命被窒息了。
他们一律被送到“五七”干校从事并不擅长的体力劳动。
扫厕所、修水利、烧锅炉，接受以消灭知识与知识分子为目的的“思想改造”，在此期间。
作为知识分子的声音彻底消失了。
中国电影总体创作势头的中断。
使当代中国电影严重受挫。
弊害是一目了然的。
两三代电影人仅仅作为石子和泥土铺垫在历史的巨轮之下，而且，大多数人再也没有等到他们的第二
个艺术春天。
再也无法实现他们的艺术抱负。
    “文革”结束后．江青在电影界培植的亲信还没有完全被清理出去。
把掺人的“沙子”分离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3由于历次政治运动中立场、观点的不同，遗留下
来的派性问题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处理；电影人虽然没有到你死我活、党同伐异的地步，但骨子里
相互问的不信任和撂斥是司空见惯的。
江青退出历史舞台后，电影界一度还被捂着蓋子。
在整个文艺界，同样蒙受了冤届，但电影人的平反时间是最迟的，大部分人都在1978年底、1979年初
才重见光明。
电影界元老阳翰笙和田汉是1979年得到平反的，瞿白音直到1980年才彻底平反。
艺术家得不到公平的对待，历史遗留问题得不到公正、及时的解决，这在客观上造成了电影界徘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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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局面。
    另外，我们从创作者自身来分析这个时期电影没有明显进步的原因。
“文革”结束后，电影艺术家相继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由于极‘左”思潮没有得到彻底批判，创
作人员还是心有余悸，思想上还禁锢得很严，长期处在政治高压的控制下，使得他们的言行变得唯唯
诺诺、谨小慎微，不敢表达自己的见解；更出入意料的是，有的人已经习惯把外在的禁令化作自我内
心的“喬求”，早已完成了艺术家自身的奴化。
这是十分可悲的，也是十分恐怖的现象。
遍地都是惊弓之鸟，也就谈不上出现莺歌燕舞的场面。
长期的泛政治化的倾向，狭隘的文艺观与文艺政策偏差的影响，在创作上结出的恶果就是程式化的、
极具政治色彩的文学、戏剧和电影作品的产生，艺术作品里只有两种极端的东西一一要么是神，要么
是鬼。
    在一场名为揭批、肃清“四人帮”在电影界流毒的运动中，电影人的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揭批文化
专制主义罪行上。
原来被诬陷的“文艺黑线专政”得到平反，曾经遭到压制和上纲上线批判的{海霞}、{创业}等影片及
摄制组成员也都得到平反，电影人对江青的亲信主抓的“阴谋电影””进行了逐一的清算和责任追查
。
        与此同时，被定为“大毒草’的老电影重新在全国电影院上映。
这些电影数量之多。
影响之大，前所未有。
这一举措在新中国电影文化史上应该写上浓重的一笔，它的意义和价值是巨大的。
首先，在当时中国人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情况下，大量老影片的解禁复映，大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业
余文化生活．虽然这些影片早巳拍成，在民间也时有耳闻，但大多数影片只是听说过而没见过，一旦
开禁，那些银幕上的明星们以他们的个人魅力，一下子就征服了长期处于“禁欲”中的人们的心。
从梦魇和禁忌中解放出来的观众开始被银幕上的故事打动，随着主人公的悲喜而流泪欢笑，无数的年
轻人也开始学着银幕上那些偶像的做派，看电影成了一种不可替代的娱乐享受，收集明星的画片成了
当时年轻人的一种时尚行为，电影院也成了年轻人约会的场所。
以刊登明星照片和讲述明星故事为主的(大众电影)杂志，以每期百万份的销量在年轻人的手中传阅。
中国的电影观众．。
处于一种狂欢般的庆典之中，只在1979年，观众的人数就达290亿人次。
其次，电影人重新以积极、正面的态度面对中国的电影传统，不再害怕谈论’修正主义”的电影，也
不再为拍摄过“毒草”而惊恐不安，在国门还没有打开还不能接触到世界电影潮流的年代里，中国电
影人首先从自己的电影传统中获得了宝贵的滋养。
    第三节  徘徊踏步：恢复时期的电影创作    “文革”结束后，电影工作者重新开始了在“文化荒原”
上的建设工作，从“千校’回到各个电影制片厂的艺术家，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工作当中，希望
在短期内把过去十年中的损失弥补回来。
    1977年，全国各大制片厂共生产了故事片18部，数量并不多。
但1978年擒翻了两倍多，有40多部影片问世“’。
这两年生产的电影，主要就是以下三类点影    第一类电影．当然也是数量最多的，显然是为了配合当
时形势的需要，这电影的拍摄是作为政治任务布置下来的，是揭露“四人帮”罪行以及人民群众他们
的追随者做斗争的影片。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影片《十月风云》(雁翼编剧，张一导演，1977)的创作。
其实在“文革”结束前这部影片就准备投拍了，政治形势突变后，创作者迅速改动剧本，素材还是用
原来的素材，只是把“同走资派斗争”改成“同‘四人帮’斗争”，原来的正面人物改成反面人物。
经过这样的“乔装打扮”后，《十月风云》倒是抢了“头彩”，成了中国电影中第一部表现和“四人
帮”做斗争的影片。
从它的创作目的和动机就可以看出，要求影片有多高的艺术併值也是不现实的。
这类电影的故事大同小异，要么是对“文革”的政治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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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是和‘四人帮”散布在各地的大大小小的追随者的斗争，如《十月风云》、《严峻的历程}(张笑
天、侍继余、郦劫编剧，苏里、张健佑导演，1978)、《蓝色的海湾》。
(吴荫循、周民震编剧，颜学恕、艾水导演，1978)、《失去记忆的人》(杨时文、斯民主、周泱编剧，
黄佐临、颜碧丽导演，1978)、《风雨里程》等影片。
这类作品，可以说是一种破碎心灵的哭诉，感情是真的，悲愤也是可以感受到的，但因为都是匆匆上
马的作品，只能说是应景之作，很少有符合艺术规律的作品，影片谈不上有什么艺术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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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2001年5月，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庆典中，有境外记者问我，北大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将
具有怎样的特色?我说，它的特色就在“北大”两个字，这貌似诡辩的回答，其实有很多含义。
说得更清楚一些，就是我们的学院将继承北大的传统。
这传统的意义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
的道路走”。
八十多年前，北大站在时代的前列，开设了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会，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新闻学著作
，创办了中国第一份新文学期刊，使北大成为中国新闻教育的摇篮和中国新闻事业的先锋。
今天我们在新世纪开元之年创办新闻与传播学院，同样要追随世界潮流，走在时代前列。
    人们用各种名号来描述21世纪：信息时代、网络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全球化时代⋯⋯无论哪一个
称呼，都离不开在信息科技推动下蓬勃发展的当代媒体。
大众媒体最初只是传递消息、提供娱乐的工具，是政治文化体制中的附属品，现在它们已经成长为庞
大的跨国产业，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力军，牵动着世界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在时代潮流中推波助
澜、势不可挡。
这一世界潮流也推动着中国传媒的发展。
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中国传媒的市场化、产业化、集团化已呈现出不可逆转的趋势，整个信息、
文化、传媒产业出现了所谓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
    时代的变化必将对相应的学科产生影响。
在传播业界群雄并起的大变革时代，人们需要摆脱旧模式、旧框框的束缚，需要更新理论、更新思想
、更新行为。
以人类传播行为和大众媒体为研究对象的新闻与传播学将面临新的课题、承担新的任务。
作为人才培养基地，我们学院的首要任务是为社会输送符合时代要求的新一代新闻与传播人才。
我们要认真审视旧的理论模式、学科框架、办学理念，要进行大幅度的革新，这样才能回应时代的呼
唤。
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开始作了一些尝试。
在学科设置上，我们建立了新媒体与网络传播系，开设了(或即将开设)网络传播、媒体经营、信息经
济学、传播伦理、数字出版技术、整合营销传播等一系列专业课；在教学思想上，我们鼓励不同学科
的渗透、交叉和知识领域的拓宽，吸收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进入新闻与传播学专业；在办学方式上，
我们主张“开门办学”，积极加强与新闻传播业界和媒体产业部门的交流与合作，请实践经验丰富的
第一线专家来讲学，派学生到实务部门去学习，与媒体业界共同举办各种形式的专业培训、合作研究
，努力形成“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良性循环。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开始编写“2 l世纪新闻与传播学系列教材”。
在注重本学科的传统基础知识的同时，我们的教材将力图体现“新、博、活”的特色。
“新”就是吸纳新的学术成果，开辟新的学科领域，探讨当代的新问题和新观点；“博”就是在选材
上博采“他山之石”，突破传统的学科疆界，实现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诸多学科与新闻
传播学的相互参照、渗透、融合；“活”，即打破“教材至上”的观念：教材不是供学生死记硬背的
“经书”，而是参考资料、辅助读物。
活的教材应该具有“开放性”，允许提出问题，也允许有多种答案，提倡多种学术流派的争鸣。
最好的教材应当最能激发学生的兴趣、智慧和创造力。
    学院刚刚组建，我们给自己悬起了高远的目标，虽暂不能至，心诚向往之。
为了培养和造就新型人才，为了推进中国新闻与传播事业的发展，我们将竭尽全力，作出哪怕是一点
一滴的贡献。
这就是我们编写这套教材的目的。
                                                                   龚文庠                                                          2001年l 2月8日于北大燕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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