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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史记·五帝纪》中如是说“聪之知远，明以察微”，意思为听觉灵敏的人能听得远，视力好的人能
看到微小的东西。
影视艺术是20世纪以来发展最为迅速的年轻艺术样式，它既是现代科技和工业的产物，也是人类艺术
发展演变的结晶，随着它的蓬勃发展，影视艺术文化就进入了学术研究的视阈之中。
因此，对研究者来说，如何做到耳聪目明，既要仰观宇宙之大，又能俯察秋毫之末，显然，这是我们
每个影视艺术研究者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众所周知，电影于1895年在西方诞生后，很快就传入中国，1905年中国拍出了戏曲片《定军山》。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迎来了电影史上第一个高潮，80年代以后，中国电影又焕发出新的生机
，赢得世界电影界的关注。
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和文化艺术产业化的提出，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电影走过
了一条艰难而又蓬勃发展的世纪之路。
至于电视，1958年，北京电视台（即现在的中央电视台）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电视的创生。
从那个时候起，发展至今，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电视无论是电视台的数量、电视覆盖面积，还是电
视机的拥有量，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电视第一大国。
现在，电视已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信息传播和娱乐形式。
随着影视艺术创作实践的日益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影视工作者（包括许多学者）对影视艺术的
理论研究也在不断加强，影视研究早已成为我国学术界一个重要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通过对这些成果的初步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主要有这么几大类：一是影视实践一线人员的论文
和著作，二是高校教师为配合影视传媒教育而编著的大量教材，三是一些科研院所和高校相关专业的
硕士、博士研究生和教师等专家学者的论文和著作。
显然，这些成果与以往相比，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显著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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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试图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叙述体系，描绘1927～1937，南京国民政府所建构的电影管理体制。
     本书正文共分为四大部分，分别是：吾欲造车、新车之造、威武之外饰、未竞之内厢。
     第一部分共分四章，试图从当时的中国社会入手，分析塑造国民政府电影管理体制与理念的原因。
第二部分于第一部分的基础上，以电影检查为中心，描述1927—1937年间国民政府电影管理体制建立
与形成的基本过程 。
第三部分共分五章，分别涉及辱华电影问题、中央制止辱华片和其他外片的举措、通过限制外片保护
国片问题、外人在华摄片问题、主动对外宣传等5方面。
第四部分主要由二章组成：以反对迷信之名禁绝武侠神怪影片、以推行国语之名禁摄方言电影。
结语部分对全书进行总结，并点出本项研究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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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倩，四川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目前任教于浙江传媒学院影视艺术学院。
先后负笈渝宁，这种地域巧合与本人研究主向之间似有不可分割的默契。
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民国电影史。
与史料的朝夕相处，甚至影响到当前阶段的人生气质。
愿以本书的出版，为人生之一分号，承前启后，寄望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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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国民政府与知识阶层的共识主要在于两点：民族主义立场和电影教育功能认定。
民族主义立场在对外时体现出来主要针对“辱华片”的屡发，力求通过外人在华摄片的管理、电影禁
映和域外的外交交涉等手段，尽量从摄制和放映等渠道减少“辱华片”的发生。
另外，在对外电影领域，中华民国作为整体出现，国民政府一知识阶层一电影业界三方联合对抗外来
电影势力，达成了少有的一致。
民族主义思想在对内时则呈现较为复杂的情况，首先常常与电影教育功能紧密结合——政府与知识阶
层都认为电影应起“教化”作用，质而言之应起培养现代民族国家所需之新民的作用，因而较为看轻
娱乐作用，认为电影应在“训育”国民、普及教育、培养民族精神方面努力。
其次在应以何种思想教化的问题上则产生了一定分歧——在对待禁绝武侠神怪电影、诲淫诲盗电影以
及禁止不利中华民族形象塑造的影片出国等方面，双方尚能达成一致，但在对待电影反映社会现实层
面，政府与知识阶层不能完全统一，这主要体现为对何谓左翼电影的认定标准不一，对左翼电影的存
在必要性认识不同。
这也体现出当时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分野。
3.共识与共谋的过程描述：北洋时期，由于辱华片多发和中国影界仿制美国侦探影片引起的负面社会
影响，以“教化”和“载道”思想为主的社会人士，尤其是教育界和文化界精英，开始产生以电影检
查遏制电影发展“不良”倾向的想法，并呼吁官方介入此项事务，这是最早的电影领域中政府与知识
阶层达成共识的例子。
南京政府初立，知识阶层继续呼吁由官方主持电影管理，支持电影检查，对国民政府提出了通过电影
管理改造中国电影面貌的期望。
待南京国民政府的电影管理体制建立后，在如何发挥消极电影检查和积极电影引导方面，双方又再次
达成了共识：无论是党政高官还是知识阶层，都表达了对泛滥的俗文化的反感，同时又反对电影界服
务有闲阶级制作恋爱奢靡的电影，主张面向农村、反映社会现实，因而一时间农村题材影片得以流行
；反对宣传迷信的神怪电影和强调个人英雄主义的武侠电影，主张制作富于科学内涵、强调集体观念
、为民族强盛服务的电影。
左中右翼，在民族存亡问题上达成了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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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人先后负笈渝宁，这种经历带有宿命般的预示，似乎意味着我的学术生涯要与当年的国民政府发生
某种关联。
读博期间，曾如工蚁般碌碌搜寻史料，埋首故纸堆，搜寻一些早已被人遗忘之文字。
挖掘史料的过程，既苦且乐，其过程枯燥而艰苦，待到抬头时，须得深深透一口气，感觉恍若隔世。
之后将其中枝蔓连缀成篇，以表述对中国电影史之个人认识，并据此敷衍成书，希望能将当年人的一
些努力呈现于世人，也不枉他们当年的一番辛苦。
至于在这个“快速年代”，能有几人阅读并思考，并非我能影响。
我只能预先感谢那些未来的读者，感谢他们可以沉静下来阅读这么一本颇为冷僻的著作！
本书能最终付梓，得到诸多师友的帮助！
我须诚挚感谢他们！
感谢我的博士导师周安华教授，是他的鼎力帮助和引导，我才能完成博士论文的全部工作。
先生的勤勉治学与宅心仁厚，将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指引和温暖着学生。
衷心感谢南京大学民国史中心的张宪文教授、张生教授提供的学术建议和资源，作为民国史专家，他
们对本人研究工作完成帮助巨大。
感谢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的郭必强研究员、利用部陈光主任和其他工作人员提供的指导和帮助！
感谢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圣马科斯校区历史系副教授萧知纬先生热情无私的帮助：多次的电子邮件及越
洋电话沟通，慷慨提供包括其未出版的博士论文在内的各种资料！
感谢京沪宁各地的同学李翔、许金华、李淼、冯燕、赵伟清、杨姬梅、林静、段运冬、徐文明以及张
黎呐、章旭清、汪许滢诸位同门提供的各种帮助，菁菁校园因你们而值得备加留恋！
还要感谢浙江传媒学院的项仲平副院长，影视艺术学院汪振城院长、陈少波教授、吴毅教授、朱晓军
博士提供的帮助！
感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的周然毅博士以非常的耐心和我书信来往以敲定本书细节，感谢责任编辑毛
冬梅女士为本书的出版所做的细致的工作。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我同样无法离开你们宽容无声的支持！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我应该感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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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民政府电影管理体制(1927-193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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