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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影与文化的现代性》梳理了电影研究领域复杂的历史和议题，在相关的社会与政治背景下以
生动的语言探讨了这些问题。
《电影与文化的现代性》集中讨论了一些经过精心挑选的议题，例如：好莱坞历史，我们如何理解作
者、明星制、全球大片，以及电影给人们带来的愉悦和失望。
作者所勾画出的电影研究模式，一方面关注电影的形式上的“文本性”，另一方面又要确立文本性在
广阔的“再现”议题中的位置。
作者向我们证明，书中列举的争议和描绘的历史如何既不忽视消费电影时真实的愉悦，又能运用“批
判政治”的理论来解释现代性所带来的持续的社会与文化不平等。
本书既可以当作一本深入浅出的大学教材，又是研究者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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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吉尔·布兰斯顿：在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新闻、媒介与文化研究学院从事电影专业的教学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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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丛书主编前言 前言
电影没有死亡
现代性
好莱坞，电影研究，以及本书
第一章 好莱坞的历史
早期电影史
作为文化工业的电影
消费的文化
制片厂体系
经典还是标准化？

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思索
深入阅读书目
第二章 "全新"的好莱坞
后制片厂时代的历史
大制作与多渠道发行的票房大片
充分全球化的媒体大公司
深入阅读书目
第三章 "全球流行"的电影？

全球化、文化帝国主义与电影
"全球化就意味着美国化"？

电影特效与全球化的叙事
展示全球/地方的不平等
深入阅读书目
第四章 作者与能动性
关于作者与电影的理论
有关现场调度的讨论
文化政治、能动性、作者
将作者品牌化：希区柯克的案例
集体生产与能动性
深入阅读书目
第五章 明星、身体与灿烂的群星
制片厂历史中的明星
观众与追星族 表演、在场、演戏
后制片厂时代的明星 深入阅读书目
第六章 电影感动观众 "文本性"的局限 莫维（Mulvey）与移动的"观看" 电影心理分析 认同与叙事
从"看客"到受众
"逃避"、乌托邦与电影
深入阅读书目
第七章 寻求一种批判性的"再现政治"
从再现到身份认同
再现、刻板形象、政治
各种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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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众
再现的负担
回到未来？

深入阅读书目 176 关键术语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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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二，在1960、1970年代激进的政治气候下，这种对电影宽泛的、从美学角度出发的赞扬被
另外一种分析方式所取代。
这种新出现的分析方式把“古典”好莱坞作为一种体制来研究，这是早期从意识形态一心理角度分析
电影这种媒介所产生的影响的一种尝试。
在这种环境下，《古典好莱坞电影》一书最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它拒绝用这两种旧有的方式去理解好莱
坞。
在书中，好莱坞那种简单的、爆米花式的“造梦工厂”的形象被彻底抛弃，不管是在对电影的意识形
态作用进行批判，还是对成熟的“好莱坞体制”进行赞扬时，“古典”不再是一个带有明显价值判断
的术语了。
该书也不再把电影艺术和电影工业完全对立起来，不再把电影工业只看作一堆“伟大人物”——导演
、明星、演员——展示才华的背景，没有把这些人看作这个体制中的异类而对他们大加赞赏。
《古典好莱坞电影》雄心勃勃地分析了好莱坞是如何通过体制的规范（norms）把经济、技术、风格
这三方面的要素结合在一起的。
为了探索这些规范，该书的三位作者在好莱坞从1915年到1960年拍摄的15000部故事片中随机取样选取
了100部影片，并对这些影片的每句台词和每个镜头都进行了仔细研究。
 该书把“好莱坞电影”视作一种整体风格，就像德国的表现主义电影和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电影那样
。
但是实际上，表现主义和新现实主义这些概念所包含的那些电影作品性质不一、千差万别。
比如拿德国的例子来说，魏玛时期拍摄的像《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这样的低成本电影和成本高昂、
视觉效果极为壮观的《大都会》都被认为是表现主义作品。
这是第一个问题，因为在这种比较中，好莱坞发行和放映部门在工业上的巨大影响力被淡化了。
德国表现主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其他国家或群体的电影运动和好莱坞根本不是处于同一个层次的
对手，“它们是在抵抗好莱坞产品、与好莱坞产品竞争的过程中形成的防御阵营”（Hansen 2000：13
）。
 《古典好莱坞电影》在分析好莱坞体制运作手法时实证材料丰富、手法老道，但很奇怪的是，它在某
些方面和1970年代的“电影装置论”非常相像。
因为在讨论电影“文本”的时候，研究者不可能不设想它与观者的交集，所以必须要构想“一个”假
想的“观影者”，并对这个观影者在观看电影中所经历的过程进行假想。
在该书中，对这些过程的研究不是通过意识形态或者无意识的分析，而是借助认知心理学和（让人稍
感意外的）试图强调叙事陌生化效果的俄罗斯新形式主义诗学来进行的（参见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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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影与文化的现代性》可当作一本深入浅出的大学教材，也是研究者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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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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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