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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直到1960年，还没有几所大学开设电影研究课程。
那时，电影学术只是影迷和一些勇敢的大学教师的领域。
这些大学教师对电影的热爱促使他们“额外”教一些电影课并写一些有关电影的文章。
如今，在主要的大学中，一门电影课都不开的已很少有了。
近100所高校设有电影研究和／或电影制作的各种学位。
图书馆的书架似乎已承受不住过去二十年中电影书籍出版量激增带来的重压。
各种学术期刊则展现了更为专业化的、把电影当作艺术形式、当作工业机构、当作大众传媒和社会力
量的研究方式。
一句话，电影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领域已臻成熟。
任何一个新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对本学科研究的方式方法、成就和缺点的清醒认识。
我们相信，电影史研究已经到了应该审视过去提出的电影史问题以及审视过去赖以回答这些问题的方
法的时候了。
这便是本书所要起的作用。
由于本书是这类书籍的第一本，因此简要谈一下它的目的还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它不是一部按年代顺序编写的电影史；或者毋宁说，它建立了一种可以更有益地阅读和介绍电
影史的语境。
本书的主题是历史角度的电影研究，而不是电影本身。
当我们用取自电影史的具体例证来说明一些论题、疑难和方法的时候，我们从不自认为已把整个电影
史涵盖无遗。
写这本书的最初动力来自我们作为电影史教师所受到的挫折。
我们的学生全都非常热切地把他们在电影史著作中读到的东西看作是唯一的和无可争辩的真理。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对电影史学家的方法、哲学取向、立论依据或结论提出质疑是大逆不道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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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实在论的哲学高度，全面考察以往的电影史研究方法，清晰梳理美学、经济、技术、社会诸种
生成机制，彻底更新了电影文学的问题框架和研究范式。
同时，作者例举多种视野独特的个案研究，作为理论的实践，使读者能够以全新的视点认识电影的历
史。
    本书特点恰好切合了当代西方理论潮流的发展方向，受到欧美电影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和热烈欢迎，
是欧美高等院校影视专业电影史研究的必备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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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伯特·C·艾伦（Robert C．Allen），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美国大众娱乐与流行文
化史，著有关于美国广播电视史的《话说肥皂剧》，关于美国19世纪与20世纪早期大众戏院的《令人
不快的愉悦：杂耍表演与美国文化》。
他开设有美国影视媒体史、全球化与民族身份、美国家庭社会变迁、社会与文化历史比较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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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电影史：理论与实践 作者序 第一部分 阅读、研究和撰写电影史 　第一章 作为历史的电影史 　　1.1 
作为电影研究一个分支的电影史 　　1.2 历史研究的本质 　　1.3 历史知识和科学知识 　　1.4 约定论
对经验论的批评 　　1.5 实在论的反应 　　1.6 作为电影史理论的实在论 　第二章  研究电影史 　　2.1 
电影学术的历史 　　2.2 影片证据 　　2.3 电影史研究的对象 　　2.4 影片之外的证据 　第三章  阅读电
影史 　　3.1 叙事的电影史 　　3.2 阅读电影史 　　3.3 阅读即质疑 　　3.4 个案研究：第一批美国电影
史学家 　　3.5 总看法 　　3.6 电影史和关于技术的流行话语 　　3.7 技术和成功 　　3.8 电影史著作和
征订出版 　　3.9 结论 第二部分 传统的电影史研究方法 　第四章 美学电影史 　　4.1 美学电影史中的
唯杰作传统 　　4.2 电影史和电影理论 　　4.3 现实主义（巴赞理论的形态） 　　4.4 唯杰作传统和作
者论 　　4.5 唯杰作论对历史语境和历史变革的看法 　　4.6 对唯杰作论的批评 　　4.7 符号学和电影
史 　　4.8 走向美学电影史的重建 　　4.9 风格 　　4.10 互文本背景 　　4.11 生产方式 　　4.12 作者 
　　4.13 电影圈内的美学话语 　　4.14 个案研究：《日出》的背景 　　4.15 茂瑙的传记式传奇 　
　4.16 美国评论话语中的德国电影 　　4.17 德国导演与“高级艺术片” 　　4.18 茂瑙和福克斯的策略 
　　4.19 论及《日出》的话语 　　4.20 结论 　第五章  技术电影史 　　5.1 “伟人”论和技术决定论 　
　5.2 技术变革的经济学 　　5.3 个案研究：声音的到来——对技术变革的分析 　　5.4 对技术变革经
济学的重新思考 　第六章  经济电影史 　　6.1 马克思主义批评 　　6.2 工业分析 　　6.3 个案研究：美
国电影工业的形成 　　6.4 结论 　第七章  社会电影史 　　7.1 谁制作了影片，为什么制作这些影片：
影片生产的社会史 　　7.2 谁看了电影，怎样看的，为什么去看：看电影的历史 　　7.3 什么让人看到
了，怎样让人看到的，为什么让人看到：作为文化记录的电影的历史 　　　“形象”研究 　　　“
电影怎样反映社会：克拉考尔与德国电影 　　　经验主义者对克拉考尔的批评 　　　经验主义的替
代物：内容分析 　　　观影心理学 　　7.4 人们对电影说了些什么，谁说的？
为什么目的说的？
　　7.5 作为社会机构的电影业与其他社会机构一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7.6 个案研究：明星——电影史中的角色 　　　明星是什？
　　　促销 　　　宣传品 影片 　　　批评与评论 　　　结论 第三部分 做电影史 　第八章  撰写电影
史 　　8.1 项目一 技术变革的历史：有声电影来到密尔沃基 　　8.2 项目二 地方电影放映的经济学：
院线 　　8.3 项目三 地方社会史：两个城市中观影活动的早期形式 　　8.4 可供研究地方电影史使用的
资料来源 　　　名录 　　　火灾保险图 　　　地方志 　　　地方报纸 　　　电影行业报纸 　　　公
立档案 　　　采访 　　　照片 　第九章  重新整合电影史 　　9.1 个案研究：美国真实电影的早期阶
段 　　　重新描述真实电影 　　　作为另类实践的真实电影 　　　真实电影的技术语境 　　　德鲁
小组的由来 　　　真实电影和电视广播网 　　　生成机制间的关系 　　　真实电影的命运 　　　结
语：真实电影中诸种生成枳剧的相对作用力 　第十章  选读指导 　　10.1 作为历史的电影史 　　10.2 
研究电影史 　　10.3 阅读电影史 　　10.4 美学电影史 　　10.5 技术电影史 　　10.6 经济电影史 　
　10.7 社会电影史 　　10.8 撰写电影史 交响与争鸣：重构中国电影史学 　上篇 观念与方法 　　1.走近
电影走近历史 　　2.关于深化中国电影史研究的断想 　　3.电影史学发展谈：细节、建构、环境 　
　4.电影史学的兴起与发展 　　5.史学范式的转换与中国电影史研究 　　6.后编年体史述：多元体裁
与深度阐释 　　7.“开放的电影史观念”主导的路径标识 　下篇 实践 　　1.与电影史对话——“中国
电影人·口述历史工程” 　　2.戏曲电影《定军山》之由来与演变 译编后记 跋（代）电影研究的‘呖
史转向”：理论与方法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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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电影史是什么？
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是多余的，因为自二十世纪十年代以来就已经出版很多名为“电影史”的书籍了。
今天，在美国和欧洲，每个大学图书馆都拥有几百种这样的著作，而且这些书的大部分作者也确信他
们的读者都知道电影史是什么。
我们真的还需要另一部电影史著作，特别是提出这样一个基本问题的著作吗？
“电影史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确需要提之于众，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在这一问题上，许多电影史书
名所显示的表面一致，歪曲了学者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观点差异这一事实。
况且，任何一种严肃的学科研究都须界定并不断重新界定它的对象、目的、范围和方法。
检验一下隐藏在所有自称为电影史的著作之中的假设和探讨，会使那些对电影历史感兴趣的人能够更
好地利用这些假设和探讨。
因此，本书的研究对象将是关于电影历史的写作问题：电影编史学。
虽然在随后的几章中也还会对一些个别实例进行研究，但本书的基本关注点是一些“更大的课题”，
即要超越所有电影史写作的个别实例。
那么电影史究竟要研究什么呢？
通过电影史研究所获知识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电影史学家用什么材料进行工作呢？
电影史学家在他们的工作中已经进行了哪些探讨，对这些探讨又应如何评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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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随着电影由电影视镜中几分钟的活动画面，发展成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大众娱乐工业，并取得相应
的美学地位与独立的研究价值，开设电影课的院校迅速增加。
这也导致了对概论式、通史类电影史著作的大量需求。
然而，原始电影史研究还留有许多来不及填补的空白，罗伯特·艾伦与道格拉斯·戈梅里认为在电影
技术更新与电影美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研究之间，存在着二十年左右的滞后期。
同时，电影史学家在研究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个重大难题，即作为研究对象的胶片很难得到妥善保存，
并存在多种不同版本。
因此他们对现有的电影史教材提出了质疑：早期电影史的作者具备足够的史学素养吗？
他们的著作经得起学术标准的考验吗？
不同的表述之下潜藏着作者怎样的史学观念以及怎样的文本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话语？
历史就是阐释，撰写电影史是史学家与其所使用的资料的抗衡，阅读电影史是一种积极的质疑活动与
判断过程。
罗伯特·艾伦与道格拉斯·戈梅里从哲学高度重新审视唯杰作论等治史方法，将电影史研究定位于历
史研究的一般语境之中，对电影史的美学、经济、技术、社会等生成机制进行探讨，提出了若干新鲜
的研究观念。
他们致力于建立一种可以更有益地阅读和介绍电影史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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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影史:理论与实践(重构中国电影史学)(插图修订版)》编辑推荐：历史就是阐释，新的观点来自新
的视角与方法。
新版本特别增加了五十余幅插图以及国内重要学者对“重构中国电影史学”的最新思考，这些探讨的
前沿性、指导性以及对未来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影响都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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