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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传播语境下的中国电影》主要收录了人道主义的觉醒回归、家国一体的叙事范式、后殖民语境
与第五代电影、民间性的集体无意识、都市时代的乡愁困境、他者化的新民俗仪式、国际电影节展与
新生代电影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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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范志忠，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广播电影电视研究所所长。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影视艺术与新媒体系主任。
主要社会兼职有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委、中国新闻奖评委、中国国际动漫节美猴奖评委、中央电视台
节目评奖专家、北京电影学院影视基地研究员、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文
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浙江省文化厅艺术委员会委员、浙江省电影电
视剧审查委员会委员、西湖影像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
 吴鑫丰，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现任职于浙江传媒学院。
主要研究领域有影视文化、中国电影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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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导论 第一节“中国电影”的概念界定 第二节海峡两岸暨香港的研究视野 第三节国族想象与身
份认同 第二章西洋影戏与民族话语的影像建构 第一节欧美电影的跨国传播 第二节早期电影的本土意
识 第三节历史想象的现代转型 第三章苏联意识形态理论与批判现实主义电影 第一节推崇教化的电影
批评 第二节批判现实的新生电影 第三节救亡图存的叙事立场 第四节民族电影的形式探索 第四章苏联
意识形态理论与教化现实主义电影 第一节现实主义的教化功能 第二节意识形态的传播仪式 第三节人
性家园的自我建构 第五章巴赞纪实美学与新时期反思电影 第一节“第四代”的美学旗帜 第二节人道
主义的觉醒回归 第三节家国一体的叙事范式 第六章后殖民语境与第五代电影 第一节民间性的集体无
意识 第二节都市时代的乡愁困境 第三节他者化的新民俗仪式 第七章国际电影节展与新生代电影 第一
节“无父一代”的杂乱生活 第二节生存的反讽与荒诞 第三节纪实性的个人记忆 第八章华语电影里的
旧上海意象 第一节十里洋场的历史返照 第二节浮华世俗的“双城记” 第三节“外省人”的家园故梦 
第九章商业时代的国产大片 第一节电影作者的类型症候 第二节高票房后的生态危机 第三节新主流大
片发展态势 第十章中国电影的国际坐标 第一节非商业性展映 第二节商业性输出平台 第三节拓展欧美
海外市场 附录好莱坞电影的中国影像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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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937年马徐维邦编导的《夜半歌声》，借鉴了好莱坞《歌场魅影》等恐怖片的叙述
元素，用表现主义的布景、化妆和音像效果等恐怖片特有的影音元素，在反帝反封建时代主题的框架
中，演绎出灵与肉极度错位的爱情故事：歌剧演员宋丹平，因为爱上军阀之女晓霞而惨遭军阀手下汤
俊用硫酸毁容。
失去丹萍的晓霞每日思念，形销骨立，但破了相的宋丹平咫尺天涯，不敢面对情人，竟违心地散布假
消息宣告自己已经死亡，每晚夜里，他只能在剧院内以歌声慰藉晓霞绝望的心，而自己因此成为一个
没有美女解除诅咒的“野兽”。
于是，影片中金山所饰演的宋丹萍在舞台上漂亮的装扮与他被毁容后裹在旧袍子里的强烈反差，从墙
上的黑影，到浑身上下披着斗篷的“幽灵”，再过渡到鬼一样的脸，最后是毁容后伸出那像鸡爪一样
畸形的手掌，给予观众的不仅是强烈的生理刺激，更是一种人性的拷问和心灵的摧残。
影片故事跌宕起伏，充满悬念，影像造型充分展示出阴郁的调子，并利用电影的光影手段，营造出扑
朔迷离的恐怖气氛。
马徐维邦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的希区柯克”。
 与左翼努力倡导电影的意识形态性针锋相对，国民党政府也开始强化对电影的管理。
1929年春，国民党政府在上海设立“戏曲电影审查会”，同年7月，由国民党内政部和教育部颁布“检
查电影片规则”，8月在上海又由国民党公安、社会和教育三局会同组织了“电影检查委员会”。
一部国产影片在上海公演，从此要经过上海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和国民党的电影检查机构两道关口检查
。
1930年7月，南京成立“电影戏剧审查委员会”，同年11月，国民党行政院正式公布“电影检查法”，
并先后公布了“电影检查法实施细则’’和“电影检查委员会组织章程”。
1931年成立“国家电影检查委员会”，强调国语、理性思维和儒家伦理必须成为电影检查的法则，力
图使电影制作纳入到国家建设计划之中。
1932年6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上海各影片公司发出了禁令，宣称“以后关于战争及含有革命性
之影片，均在禁摄之列”。
陈立夫1932年12月12日至27日在上海《晨报》连载《中国电影事业的新路线》一文，强调“电影取材
的最大原则”，“首先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和平”。
1933年9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下成立了“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下设“剧本审查委员会”和“
电影检查委员会”，从此之后，不仅电影要审查，而且剧本也要审查，国共两党在影视戏剧界意识形
态的争夺日趋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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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传播语境下的中国电影》是作者参加的教育部重大招标课题子课题成果，也是浙江大学数字未
来与媒介社会研究院课题“新媒体语境下国家形象传播研究”成果。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传播语境下的中国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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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