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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巨片意识的萌发，或日崛起，是我国电影艺术事业蓬勃发展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信息。
真正的艺术家，信守这样的信条：凡是想到的，就可以做到！
如同人，看到鸟的飞翔，经过千百次搏斗，终于也学会了飞翔一样。
最要紧的是，先要想到；然后，经过顽强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一切现在没有的东西，将来都可以实
现。
这是科学的信条，也是艺术的信条。
巨片意识的萌发，至少让我们听到电影艺术家心底的呼唤，感受到他们那种昂奋进取的激情；同时，
也透露出他们将在另一个十年里雄心勃勃地追求的心声。
对于如饥似渴的亿万观众，这是一个具有魅力的精神安慰。
电影艺术，天生就应有一副创造宏伟艺术的肝胆。
中国的电影艺术，必须奉献出类拔萃的巨片才能在世界上最广大的观众中筑起牢固的长城。
就我们脚下这块沸腾的土地来说，她的每一个地质层面，都蕴涵着丰富的矿藏，都可能给艺术家创作
巨著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但是，仅有源泉是不够的，还需要卓越的头脑，更需要十倍、百倍的巨匠意识！
比如，革命历史题材这个领域，惊天动地的素材很多，我们俩在这个领域里摸索了十几年，写了几个
本子，虽然不乏严肃认真的傻劲，但总的来说还处于幼稚阶段。
有的显得苍白，功力不够；有的还未及消化，拘泥、琐碎，受历史事件的局限，有待超越与升华。
一些同志在这一领域做了很好的探索，有了可喜的突破；另一些同志在取得突出成就的同时，又失之
偏颇，使多数观众迷惑不解。
巨片，应当属于多数观众，它不仅要做到雅俗共赏，而且还要有振聋发聩的震撼力，甚至能使整个民
族为之激动，为之颤抖。
由此说来，巨片的出现，首先需要巨人、巨匠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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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集收录了黄会林、绍武自1978年至2008年30年间的学术研究论著和文学艺术创作。
共分十二卷。
第一卷至第六卷包括话剧、电影、电视、文学、艺术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性文字；第七卷至第十二卷则
为电影、话剧、长短篇小说、报告文学、电视剧及电视专题片等作品。
    本卷为电影研究卷。
选录1978年至2008年撰写的关于电影艺术的文章，分为专论、分论、散论三个部分，计4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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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相伴的柔情——电影《铁血柔情》观后　民族电影的独特艺术魅力——观《吐鲁番情歌》、《美
丽家园》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怀念沈嵩生先生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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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专论百年中国电影与民族化2005年，欣逢中国电影百年华诞。
有缘亲身经历一个世纪才有一次相遇机会的重大盛事，实乃造化之厚爱。
一百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仅只一瞬间；而对人的一生则星河弥远矣。
在这意义非凡的日子里，回首中国电影一个世纪的风雨兼程，其间确有着无尽的艰难岁月，但也有着
感人的辉煌时刻，给中国电影观众留下了悠长的不可磨灭的印迹。
印迹的内核，我以为正是深藏其中、浸润内外的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意蕴与风情神韵。
从根本上探究，这也正是中国电影得以获得中国观众的认同（尽管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观看率）而前行
至今的原动力。
因此，我也认为中国电影今后的发展，同样应当以首先获得中国观众的认同作为奋进的原动力。
仔细观察电影创作的主体——主创、电影创作的本体——作品，举凡成功者，亦无不张扬了独特的民
族精神，具有丰厚的民族文化内涵，从而赢得电影创作的客体——观众的喜爱与喝彩。
当然，我们今天所谓的民族精神，应当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是凸显其现代性的，而非局限于古老
的；是充分吸收世界文化精华的，而非仅限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一种全新的中华民族精神。
正如张岱年先生曾经概括的：“民族精神乃是民族文化、民族智慧、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感的集中体现
，是一个民族价值目标、共同理想、思维法则和文化规范的最高体现。
”比如今天全社会倡导的来自中国文化传统的“和谐价值观”，将有助于建立一种在人与自然、人与
人、国与国，以及人自身的身心之间关系的新型价值观体系。
“为21世纪人类价值理性提供新的思想资源，有助于解决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
的深刻矛盾，有助于整个人类走出困境，共同发展。
”综观百年中国电影，其优秀者莫不洋溢着我们的民族精神和她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发展创新。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电影观众的审美取向无疑也在变化，但综观百年影事，人们对于电影
的接受，无论就其作者或作品，无论就其内容或形式，都反映出中国电影以其深入底里的民族特性而
得到观众认可的特点，其中有着内在的规律可循。
试以百年中国电影不同时期的呈现剖析之。
一首先，从中国早期电影：20世纪一二十年代电影来看。
从1905年起步的中国人自拍影片，始于中国本土的独特艺术样式——京剧，放映时出现了“有万人空
巷来观之势”的局面。
中国第一部故事短片，是由郑正秋、张石川编导的《难夫难妻》，描绘当时社会生活，抨击封建婚姻
制度，于1913年上映，引起众多观众的热切关注，成为中国电影人自行拍摄故事片的成功开端。
此后张石川等另辟蹊径改编自文明戏的《黑籍冤魂》，揭露并批判了帝国主义贩卖鸦片毒害中国人民
的丑恶行径，在众多城镇影院放映时受到观众普遍欢迎，乃至七年之后又再度重映。
以上虽属中国电影草创时期，但影片——市场、观众——票房的运作规律及模式表明：受众是否认可
和接受，决定着电影艺术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条件与生长基础；而广大中国观众的认可，必然连接着民
族文化的艺术特质。
此期影片中，特别突出者当推明星影片公司1923年拍摄的《孤儿救祖记》。
这部影片成为中国电影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特质的开端。
影片甫一公映即大为轰动，甚至外国片商纷纷争购放映权。
今日反观此片的巨大影响，主要原因在于所赢得的观众的如潮好评。
当时报载：“未二日，声誉便传遍海上，莫不以一睹为快”，“营业之盛，首屈一指；舆论之佳，亦
一时无两”，“不特为该公司所摄诸片之最佳，亦足为中国各片之最良者，比之舶来品，当不为低首
矣。
”它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第一部赢得广大受众强烈认同与赞许，在商业与艺术两方面大获成功的双赢
影片。
仅此一例亦可发现，中国早期电影的成败，与广大观众的接受与否有着直接的关联。
而从观众的观赏心理、审美取向、生活方式等角度分析，其中自有深具民族特色的普遍性规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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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归纳与把握的，至少有如下特点：第一，在观赏心理方面，中国电影受众观影的心理需求包含着
享受娱乐、获取资讯、消磨时间、把握时尚、宣泄情感、满足好奇等方面，其中侧重不同，因人而异
。
就其整体而言，又可分为观赏内容与观赏形式两个方面。
从内容看，受众更倾向于表现他们在中华大地上切身体验过的生活范围以内的事物，或是在现实生活
中迫切感到的缺陷与对梦想的追求与憧憬。
简言之，影片需切合他们所熟悉的蕴涵人生的表现和蕴藉人生的憧憬。
其中特别要有他们从现实生活中体悟到的鲜活生命力和丰富的人性感知。
从形式看，受众带有明显民族特质的审美要求是：条理清楚、章法井然、使人一目了然，易于接受，
符合心理经济的原则；同时又能将“生命的表现”渲染得热闹紧张、活跃动人。
当时的电影创作者完成的作品，在这些需求方面接受观众的检验，并从而获得各自不同的票房收入。
第二，在审美取向方面，作为中国电影受众，在比较经常性的观影活动中，往往会形成相对固定的观
赏习惯，包括对片种样式的选择、影院区域的选择；也包括对故事情节的偏好。
在当时被称为“影戏”的中国电影，正是以演绎民族悠久的历史故事、描绘民族浓郁的风土人情、展
示民族独特的风俗民性，而得到中国观众的认同。
第三，在生活方式方面，每个受众都生活在群体的社会之中，而中国尤其是一个极为注重家庭、讲究
亲情的国度，观看电影常常成为家庭或亲友集体活动的重要方式。
因此选择看什么影片、去什么影院，往往会由家庭成员互相商量，或由亲朋好友相互沟通而决定。
这里也充分昭示出电影经营者在开拓事业的过程中，必须清醒面对的中国式独特国情。
总之，在影片生产与销售之间、在电影创作与受众之间，可以明确认定的原则是：以民族化的独特内
容为主导、以中国电影观众为中心、以观影满意度为根本、以影片知名度为标识。
我想，中国早期电影事业带有规律性的实践经验不仅属于当年；对于当今中国电影的生存与发展，亦
应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同时，在本时期留下的若干关于电影的文字和言论中，亦可捕捉到关于受众的独特阐释，包括不同时
期的不同电影观念、观赏标准，以及电影的使命、功效、价值和民族精神等，其中包含富有中国本土
特色的、之所以撼动观众的审美征服力的奥秘。
涉及电影使命的如：赞美一国悠久的历史、表扬一国深厚的文化、代表一国伟大的民性、宣扬一国高
尚的风俗、发展一国雄厚的实业、介绍一国精良的工艺等。
涉及电影功效的如：一为娱乐精神；二为通俗教育；三为帮助演讲；四为永久保存；五为民众性与普
遍性等。
涉及电影价值，则从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两个方面进行把握。
此外，关于拍摄宗旨中的“普及社会教育，对抗外片垄断，提高艺术道德，尊重演员人格”，令人惊
喜的是，时至今日依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内涵。
而老电影家的“以艺术为前提，以益世为职志”的从影信条，其全面而明确的指向，应该说对于当前
中国电影创作亦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二其二，从中国电影的第一个高潮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来看。
作为新生的、富有活力的艺术，在破浪前行的过程中，有见识的电影家将电影视为民族的灵魂与精神
的表现。
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观众，面对的是国外帝国主义入侵的严重危机，和国内反人民政权的黑暗统治。
时代特征决定了观众的观影选择，而观众的观影选择又决定了电影的生存命运。
1931年发生日寇侵略我国沈阳的“九·一八”事件；1932年日寇向上海闸北发起进攻，挑起“一·二
八”战争。
广大电影观众对中国电影游离于国家危亡之外深感不满，发出“猛醒救国”的忠告。
由此而有集中反映中国民众的奋起抗日的新闻纪录片如《上海之战》、《抗战特辑》的异军突起，这
表明观众所处民族抗战形势决定着电影生产的走向；由此而有描绘农民、将士抗日救国的故事影片如
《保卫我们的土地》和《八百壮士》的亮点独具，这体现了题材选择与叙事方式以中国观众审美方式
为本的创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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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此期电影在观众的社会需求制约下，题材与内容发生巨大的变化。
例如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左翼电影《狂流》轰动浦江两岸，被誉为“中国电影的有史以来的最光明的开
展”，鲜明地显示出广大观众的审美取向与艺术价值取向之中的民族特质。
而从艺术征服力角度观察此期电影，大批“叫好又叫座”的好影片出现于国难艰危、国运式微的年代
，如《春蚕》、《姊妹花》、《大路》、《渔光曲》、《神女》、《桃李劫》、《风云儿女》、《压
岁钱》、《马路天使》、《十字街头》、《狼山喋血记》、《夜半歌声》、《八千里路云和月》、《
一江春水向东流》、《小城之春》、《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等。
既因其主题立意面对社会现实而深得民心；也因其精心创造富有艺术魅力而征服观众。
影片的故事长存于观众脑海；影片的人物与其饰演者，在观众中耳熟能详。
其中最重要的艺术魅力来自成功感人的艺术形象，来自影片中栩栩如生的人物性格。
如被评为“影后”的胡蝶塑造的《姊妹花》中朴实善良的“大宝”和刁蛮凶狠的“二宝”、被誉为“
影帝”的金焰塑造的《大路》中英俊淳朴的“金哥”、聪慧蕴藉的阮玲玉塑造的《神女》中独具神韵
的“阮嫂”、灵巧可人的王人美塑造的《渔光曲》中活泼机警的“小猫”、风采照人的金山塑造的《
夜半歌声》中沉郁坚贞的宋丹萍、健美迷人的黎莉莉塑造的《狼山喋血记》中舍身斗狼的村姑“小玉
”、自然生动的白杨塑造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善良贤淑的素芬、才华横溢的赵丹塑造的《乌鸦与
麻雀》中艺术生命力充沛的“小广播”等，以其扮演的艺术形象及其美好的个人形象，历经岁月洗礼
，至今活在中国观众心里。
此期中国电影还有一个奇特现象：众多电影音乐获得观众的特别青睐而绽放异彩，在国人中口耳相传
，如《渔光曲》的主题歌、《桃李劫》中的《毕业歌》、《风云儿女》中的《义勇军进行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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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套文集的前六卷，包括一、夏衍研究卷；二、戏剧研究卷；三、电影研究卷；四、电视研究卷；五
、影视文化研究卷；六、现代话剧史卷。
也许因为长期生活在高校院墙里，因而写作带有较浓厚的学院味道。
学校树多，院里院外的气温常有一两度的差异，特别是夏天，从外面回来，每每有一种凉爽之感。
这，可以说是局限；也可以说是与艺术保持了一定的间隔，从而也不失为一种审美的距离。
“理论要能说服人，理论必须是彻底的”，这依然是我们在研究领域里的奋斗目标。
我们知道那是个遥远的境界，只希望经过努力，使这种距离逐渐缩短一些，足矣。
本卷收录的是关于“电影艺术”研究的文字。
大体上自改革开放的1978年起始发表影评文字；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对中国影坛一代宗师夏衍先
生的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会林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组建戏剧影视教研室；到1992年调到
艺术系创建影视专业；到1995年获批建立中国高校第一个影视学博士点，确立了“中国影视民族化”
的学术目标；从而有了对于电影领域的深入。
经过30年的不断积累，逐步加强了对于电影艺术的理解与把握，获得了许多鲜活的体悟，并在长期的
关注之中，写出了一些关于当代电影的思考文字。
尽管只是个人当时一些粗浅的体味，但经过30年岁月的淘洗，今日看来，依然还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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