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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卢米埃尔兄弟的活动影像通过娱乐业商人的吆喝而被全球观众所消费时，没有人会想到电影这一现
代奇技能有朝一日成为学科谱系的一部分，成为人类知识传授与学习链中的重要一环，进入大学的讲
堂。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电影学或关于电影的学问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被定位问题所困扰。
在传统文史哲学科面前，电影学不过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婴儿，不可避免地受到以文史哲为基础形成的
多种学科的影响，并因此而出现了符号学、语言学、心理分析、文化研究等对电影研究的强烈渗透。
但另一方面，在以广播电视学、数字媒体研究为主形成的新兴学科或领域面前，电影学又似乎已步入
了不惑之年，虽然对新兴学科或研究领域不乏借鉴意义，但又不时显现“贵族化”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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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苏俄电影教程》作为一部有关苏俄电影的参考教材，在上编中对苏俄电影的历史发展、创作观
念、社会背景、风格样式等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介绍；在下编中重点介绍了塔尔科夫斯基、索库洛夫
、米哈尔科夫等六位享誉影坛的苏俄电影导演，并从思想、艺术等诸方面对他们蜚声世界的代表作品
进行了详尽的读解和分析，以使读者对苏俄电影的创作现象和文化内涵及其复杂性有更深入的认识和
理解，并激起进一步探究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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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小丽，女，1950年生，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教授。
著有《九十年代中国电影论》、《影视批评：理论与实践》（合作）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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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上编 苏俄电影发展简介第一章 20世纪20年代：大师辈出的黄金时代一、库里肖夫二、维尔托夫三
、普多夫金四、爱森斯坦第二章 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初：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一、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提出、基本原则及其发展二、战时和战后电影的曲折与发展第三章 20世纪50年代
中至60年代中：苏联电影的“新浪潮”一、政治“解冻”带来的创作观念转变二、“新浪潮”代表作
品三、“新浪潮”使苏联电影发生的根本性变化第四章 20世纪60年代中至80年代中：题材与风格的多
样化一、两个发展阶段二、题材与风格的多样化三、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第五章 苏联解体之际和解体之
后的电影状况一、1985-1991年：全面改革带来的影坛变化及其代表作二、1991年至今：解体之后的俄
罗斯电影下编 苏俄电影重要导演及其作品分析导论一、作者·影像·文本二、民族·风格·文化第六
章 电影大师：塔尔科夫斯基一、塔尔科夫斯基的生平及其创作概况二、塔尔科夫斯基电影的创作特点
作品分析：《镜子》——梦、回忆与第二现实作品分析：《乡愁》——“1+1＝1”第七章 严肃深邃的
电影作者：索库洛夫一、索库洛夫的生平及其创作概况二、索库洛夫的代表作品作品分析：《母与子
》——镜像中的“自我”和人性意识的表达作品分析：《俄罗斯方舟》——穿越时空的文化迷航第八
章 传承与创新的影像力量：萨金采夫一、萨金采夫的生平及其创作概况二、萨金采夫的代表作品作品
分析：《回归》——影像构建的当代“神话第九章 民族身份的自我确认：帕拉让诺夫和阿布拉泽一、
帕拉让诺夫的生平及其创作概况二、阿布拉泽的生平及其创作概况作品分析：《石榴的颜色》——虚
构的自由作品分析：“阿布拉泽三部曲”——民族性的觉醒与地域身份的自我确认第十章 跨出国界的
文化扩张：米哈尔科夫一、米哈尔科夫的生平及其创作概况二、米哈尔科夫的代表作品作品分析：《
烈日灼人》——历史与现实的思考作品分析：《西伯利亚理发师》——走向世界的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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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一时期，爱森斯坦、普金夫金等许多极有才华的艺术家一个接一个地受到整肃和严厉批判。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回避现代题材而转向历史题材，大拍特拍传记片，如《米
丘林》、《巴甫洛夫》等。
另一种倾向是在表现现代题材上的“无冲突论”和“粉饰现实”。
这种倾向又表现在两种类型的影片中。
一类是风行一时的所谓“艺术性纪录片”或“纪念碑式的史诗片”，如《宣誓》、《攻克柏林》、《
第三次打击》、《斯大林格勒大血战》、《难忘的岁月》、《伟大的转折》等。
这类被誉为苏联电影“新样式”的影片，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将之塑造成一个全
知全能、高大完美的天才。
另一类是回避矛盾冲突、粉饰现实生活的现代题材影片，如《金星英雄》、《顿巴斯矿工》、《幸福
的生活》等。
因此，在40年代至50年代初，苏联电影处于衰退与停滞状态，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她在保卫
祖国》、《青年近卫军》、《乡村女教师》等优秀影片寥寥无几。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便逐渐变成了僵死的公式，题材狭窄，内容雷同，风格样式单调，表现
手法干篇一律，概念化的“理想人物”代替了活生生的真实人物。
个人的命运、情感、家庭、爱情、人性、人道主义乃至生活中的矛盾曲折，统统成了禁区，艺术创作
完全走进了死胡同，苏联电影在战后陷入了低谷。
随着50年代中期，苏联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与发展，文艺理论界展开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讨
论。
1954年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和1959年第三次代表大会都对此进行了讨论和修订。
达成的共识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在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中，强调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内容
，赞美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充分反映了人的丰富的内心世界；二是强调“方法”应鼓励艺术手法上的
多样性和独创性，鼓励不同的流派和风格的百花齐放。
这次讨论推动了又一个创作高潮的掀起。
50年代中，大批真实地反映苏联人民精神面貌，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不同流派的优秀影片应运而生。
如《第四十一》、《雁南飞》、《一个人的遭遇》、《士兵之歌》、《我住的房子》、《共产党员》
、《生活的一课》、《没有说完的故事》、《狂欢之夜》、《高空》等，这一创作势头延伸至60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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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苏俄电影教程》是复旦博学·当代电影学教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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