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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影视文化产业发展走向产业升级的重要年份。
丁亚平主编的《大电影制造：热门影视的光影世界》不仅关注电影、电视等传统媒体形态，而且关注
动漫、微电影、网络自制剧等新媒体艺术的最薪发展。
《大电影制造：热门影视的光影世界》既有产业展望、政策研读、类型评判，也有艺术解读、创作研
究、文化分析，试图全方位总结、探究、测绘当下中国“大电影”的光影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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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人物塑造上，《武侠》比起陈可辛以前的作品来，显得乏善可陈。
如对甄子丹这个角色的前世今生只有强烈的前后对比，而缺少一些促使他发生转变的过程和契机。
而在徐百九日后开始转变对刘金喜态度的描写上，也显得过于匆忙。
教主及其江湖世界的出现过于突兀而缺乏铺垫，尤其是王羽饰演的教主，一方面视刘金喜如亲子一样
器重；另一方面又对刘金喜的孩子狠下毒手，人物性格乖张暴戾，徒具一副恶毒面孔而似无性格脉络
可循。
至于汤唯饰演的阿玉，则再一次证明了陈可辛的电影从来没有女主角。
所有的女演员都是陪衬，都是为了衬托男人的情感和形象。
 影片中的大侠脱离“七十二地煞”，并没有去归隐山林，他由唐龙变成了刘金喜，来到一个宗族势力
主导的传统农村，娶当地女人，成家，生子，做工，尊重宗族组织，服从乡约民俗，不仅不离开社会
，而且不甘在社会边缘。
而最后他也无法打败那个恐怖的、黑暗的、无法无天的、嗜杀成癖的“父亲”，却要由科学和法律化
身的徐百九来完成，这隐约传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只有依靠科学和法律，才能战胜黑暗势力。
 对于在监制和拍片方面都多有建树的导演陈可辛来说，一部这样的《武侠》，只是展示了他不拘一格
、锐意求变的追求，说成功尚较为牵强。
 五、《辛亥革命》·《金陵十三钗》·《龙门飞甲》 《辛亥革命》 随着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各项活
动拉开帷幕，一大批有关辛亥革命的影视作品纷纷登上银屏。
这些作品数量达几十种之多，不少甚至作品名都一样，只是有的是电影，有的以纪录片的面貌呈现（
如由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辛亥革命》），而长达几十集的电视连续剧，也同时出现。
 利用影视作品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回顾或展示再现，在中外电影史上多有佳作。
在当今影像传播日渐彰显的语境下，电影作为一种艺术载体，无疑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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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电影制造:热门影视的光影世界》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集体绘制，2011年看《大电影时代》
，2012年读《大电影制造》，中国“大电影"：走在快速发展与探索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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