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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系江苏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之成果。
著名电影学者贾磊磊教授作《序》。
作者孙慰川副教授曾在美国耶鲁大学电影系做公派访问学者，多年来一直从事台湾电影研究。
    该书全面回顾了台湾电影的发展史，并从中概括出善与恶的二元对立、城乡文明相比照、殖民经验
与身份认同、人的异化与主体的死亡等六大叙事主题。
作者还对写实主义和民族化的影音风格从缺失到建构的递嬗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对李行、胡金铨、
侯孝贤、杨德昌、李安、蔡明亮等 14位重要的电影人进行了系统的评析。
书中附有《台湾电影大事记》、《金马奖历届获奖名单》和60多幅精美图片。
全书条理清晰，观点独到，文字生动流畅，图文并茂，适合各个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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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慰川，男，出生于南京。
曾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和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先后获得文学士学位、文艺学硕士学位和文艺学博
士学位。
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影视学系影视编导与评论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电影学硕士生导师。
在通过教育部的英语考试之后，2004年获江苏省政府留学奖学金，2005年以公派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
国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电影系深造。
 多年来一直从事台湾电影研究，在权威期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CSSCI来源期刊和核心期刊
上发表了30篇学术论文，并出版了个人专著《当代港台电影研究》，参写了《电影文化诗学》、《影
视艺术概论》等5部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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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岁月风云中的光影沧桑——回眸台湾电影发展的历史足印第一节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台湾电
影1895年12月28日，卢米埃尔兄弟在法国巴黎放映了l2部短片，宣告了电影的诞生。
同样是在这一年，根据腐败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此后，在长达半个世纪（1895—1945）的漫长岁月里，在台湾拍摄和放映的基本上都是日本电影。
虽然曾经有中国大陆的电影进入台湾，但通常要接受日本殖民当局的严格审查和控制，电影成为日本
当局强化其殖民统治的一个工具。
显然，在电影诞生之初的这50年里，由于日本殖民当局的残酷打压，台湾本土的华语电影处于严重的
营养不足、发育不良状态。
1901年11月，一位日本人在台北放映了从日本带来的十几部新闻短片。
虽然这次放映只供日本人观看，但电影总算是进入了台湾。
1925年5月，刘喜阳、李松峰等台湾人创立了台湾映画研究会，致力于电影的研究和制作。
这是第一个由台湾人组织的电影研究和制片团体。
不久，刘喜阳担任编导，李松峰担任摄影，完成了台湾人自己创作的第一部故事片《谁之过》，片
长8本，于同年9月9日在台北上映。
由于制作粗糙，故票房惨淡，在民众中也没有引起多少关注。
台湾映画研究会就此解散。
1928年，受日本东京连锁剧的启发，台湾人林登波的歌仔戏班在舞台剧的演出过程中，穿插放映电影
，利用电影来表现舞台上难以表现的战争、火灾、洪水等场面。
这种方式吸引了许多观众，轰动一时。
受其鼓舞，张云鹤（孙藻）、李松峰等台湾人在1929年创建了百达影片公司。
张云鹤担任编导和制片，李松峰担任摄影，制作了片长8本的侠义爱情片《血痕》（又名《峦界英雄
》），次年3月在台北放映，大获成功。
但在当时，这样的盛况也只能是昙花一现。
当时，台湾电影发展缓慢不外乎以下原因：1．台湾总督府的电影审查制度限制了电影的发展。
对台湾人士拍摄电影的审查尤其严苛。
2．没有雄厚、稳定的资金，难以保持可持续的发展。
一部电影完成之后，演职员往往得另谋出路。
这样断断续续、青黄不接的创作状态，使编剧、导演、摄影师和演员等人士的专业水平不可能得到充
分的锻炼和提升。
3．缺乏优秀的剧本。
当时在台湾很难物色到一位好的电影编剧或一个出色的文学剧本。
1931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台湾进入备战时期，殖民当局加强了意识形态控制。
1931年至1937年，台湾仅拍摄了五部剧情片，且大多数是日本人与台湾人合作完成的。
1937年5月，台湾人士出资在台北创办了第一电影制作所。
吴锡洋任所长，郑德福是常务理事，导演则是一位日本人。
该制作所的处女作是剧情片《望春风》，讲述台北艺妲的身世故事。
该片由李临秋根据当时台湾最流行的民歌《望春风》的歌词创作出剧本，再由郑德福改编为电影剧本
，摄影师是日本人，用了半年的时间拍成。
“故事的结构完整而悲切感人，而且制片严谨。
”然而，日本殖民当局禁止台语和“国语”影片公映，于是，只好配上日语对白。
尽管有此缺憾，但到抗战胜利为止，在台湾人士参与制作的电影中，《望春风》仍然不失为比较优秀
的电影。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电影摄影场成立。
但l950年以前，台湾电影摄影场（也就是后来的台湾省“新闻处”电影制片厂，通常简称为“台制”
）只制作过少量35毫米胶片的黑白新闻影片，而没有拍摄过一部剧情长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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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台湾电影(1949-2007)》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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