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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上总有一些年份，因其特殊作用或特殊影响而彪炳史册。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成为裹卷中国社会发展的澎湃大潮。
中国电影也由此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从1978年开始，苍白的中国电影银幕再次有了血色，有了丰富的色彩。
大量“文革”前拍摄的影片复映，唤醒了观众的影像记忆，更加唤醒了电影热情，同时也刺激了电影
工作者的自信与勇气。
尤其是思想解放运动的波澜壮阔，直接催生了一批优秀的影片，如《天云山传奇》、《巴山夜雨》、
《苦恼人的笑》，特别是以谢晋导演为代表的“反思电影”，更是从精神上呼应了中国改革的思想风
暴，同时又以电影独特影响力与传播力，将社会变革的一点一滴吹进普通的百姓心灵。
中国电影因此登上了一个巅峰。
电影再次恢复它原有的大众精神文化宠儿的地位。
虽然1979年生产的影片只有五十多部，但电影观众人次却达到了史无前例的279亿。
一部农村题材的电影《喜盈门》，放映当年竟然有三亿多人次观看，创造了中国电影的奇迹。
电影成了全民表达情感和思想最适合的载体。
那个时候，电影院门前都人山人海。
“文革”中八亿人看八部戏的日子已然过去，褪去了单一政治代言者身份的中国电影，渐渐展现出人
性与艺术的魅力。
“人性”的挖掘成为了这一时期电影的主题。
主人公不再是完美无瑕，而变得有情有义、会哭会笑。
每一个观众都能从大银幕上感受到，我们的电影变了。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多种多样的类型片陡然盛行——喜剧片、农村片、爱情片、戏曲片、儿童
片、反特片等等。
各类型的电影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观影高潮。
《白蛇传》、《咱们的牛百岁》都创造了数亿人次观影的票房奇迹，而《少林寺》在几角钱一张票的
情况下还收入一亿票房。
题材和语言上新的探索，让中国电影在八十年代，迎来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新浪潮”。
北京电影学院的78级，恐怕当初谁也料想不到，其中一批年轻人的名字日后将成为中国电影的代名词
——摄影系的张艺谋、顾长卫、侯咏，导演系的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夏刚、张建亚、李少红、
胡玫⋯⋯他们摆脱了之前电影的旧俗陈规，开始用他们自己的思想和艺术手法做出“不一样的电影”
。
这群人，后来被称为“第五代”。
电影的发展，离不开影人的力量，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大变革，正是电影人思维方式的改变。
他们开始用光影思考人生、用胶片记录情感。
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感悟，让中国电影有了让世界尊敬的理由。
即使再汹涌的浪潮，也有退去的时候。
电影的黄金岁月，在九十年代初开始褪色。
电视机的日益普及和港台录像节目的登陆，让电影院的人流迅速退潮。
这当然不是电视和录像的过错，更不是观众的过错，只是时代在提醒还为八十年代辉煌沾沾自喜的电
影人，再次的变革，又将到来。
这一次，中国电影将面对世界。
随着广播电影电视部下发《关于当前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以及《实施细则》，国内的电影
体制改革随即展开。
各制片厂的影片可以不再通过中影公司，而是自行向全国甚至海外的影院推销拍好的电影，票房开始
成为衡量一部电影好坏的重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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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上影厂在内的国内众多电影制片厂，也在此时纷纷改制成电影集团，集中人力财力打造大片。
每一次变革，就如同在波涛汹涌的海面行船，需要指明方向的标杆。
随着国门的开放，国外的优秀电影就成为了这一变革的标杆。
1994年11月，《亡命天涯》作为首部进口分账大片在北京、上海等六大城市率先公映，并以2500万人
民币的票房佳绩在全国创造了大片的第一个消费奇迹。
1996年，民营公司被允许进入电影圈，外国资金可注入电影院线。
国内出现第一批五星级的影城，随之而来的是超大银幕、精良的影音设备、空调软椅以及小规模放映
。
此后，《狮子王》、《真实的谎言》、《泰坦尼克号》等好莱坞大片席卷华夏，配合着新开张的五星
级影城，再度掀起了看电影的热潮。
国外的商业大片，无疑拓展了中国电影人的视野，一直追求艺术、性、独立性的第五代导演也意识到
商业化为电影带来的生机。
《英雄》、《十面埋伏》、《无极》、《大灌篮》、《赤壁》、《画皮》等在票房上都取得了佳绩。
冯小刚也以他标志性的“冯氏贺岁片”，取得了商业电影的巨大成功。
中国内地电影、香港电影、台湾电影，一同构筑起了“华语电影”在新时代的“中国话语”。
三十年间斗转星移，在国际电影市场中纵横捭阖的人们渐渐发现，中国电影已然不能孤立于世界而存
在，合作将是大势所趋。
合拍片已经日益成为中国电影的“新宠”。
这一点，上海无疑走在了中国的前列。
这个中国最为现代化的大都市、这个中国电影的发祥地，正酝酿着变革。
短短的十几年时间，上海的合拍片就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合拍的触角触及香港、台湾，乃至东南亚、欧洲、好莱坞。
华语地区深厚的文化认同、开放对待世界的姿态，使得上海的合拍片为中国影坛带来一次次的惊喜。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电影走出了一个“V”字形的轨迹。
有人在国际的舞台上屡获殊荣，有人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尊重。
光影铭刻下了三十年发展的轨迹，光影也为我们展开了通向未来的大门。
我们今天满怀希冀地讨论中国电影三十年的发展，就是以史为鉴，解读这段岁月的得失成败。
“向海而兴，背海而衰。
禁海几亡，开海则强。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电影，恰如六百年前的郑和下西洋一样，正以一种更加开放的精神走向世界
，坚定不移地开洋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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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影三十年》一书由东方电影频道同名纪录片改编而成。
多方面勾勒出中国电影自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所经历的探索、发展、困顿与崛起，重温改革开放三十年
的光影历程。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有多少光影瞬间定格为中国人的永久记忆？

电影是一面时代的后倒镜，它倒映着社会的变迁、思想的变化。
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意识形态变迁、城市化进程，无一不在电影的方寸间被展现。
对中国电影三十年的总结，是从一个侧面，对中国社会变迁的一种历史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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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走出伤痕那些“听”电影的日子追逐的青春“银幕教授”半边天空别样红画意与诗情淘金记第五代
导演的萌芽陈凯歌、张艺谋的创作变迁崛起的城市，迷茫的年代青春期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姜文与《阳
光灿烂的日子》在挣扎中崛起主旋律电影的力与美叩门而人，应声而开他把青春献给你华语电影，中
国制造站在道路的起点《宝莲灯》燃起新希望大片时代，谁是“英雄”院线放映奇闻录动人的和弦征
战世界电影节新“龟兔赛跑”后记：值得铭记的光辉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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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主旋律电影的概念八十年代末才被正式提出。
八十年代后期，电影的娱乐性被抬到了一定高度，中国电影缺乏一种积极向上、铿锵有力的“强音”
。
在娱乐片与艺术片的双重繁荣下，呼唤“主旋律”的声音渐渐大了起来。
1987年3月，电影局召开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首次正式提出了“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
7月4日，北京成立了由丁峤任组长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d,N，后更名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
视创作领导小组。
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提出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文艺创作指导方针：“在鼓励多成
分、多层次、多样化发展的同时，要自上而下地有所提倡，旗帜鲜明地强调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
代脉搏一起跳动的主旋律。
”“主旋律越是响亮，整个乐曲就越是鲜明、和谐而富有整体的吸引力。
”为响应国家号召，广电部、财政部设置了针对主旋律电影的各项资助基金及优惠政策。
然而“主旋律”这一概念提出之初，还是有一定争议的。
矛盾主要来源于对“主旋律”本质的认识。
如果将“主旋律”理解为一种题材，那势必落入“题材决定论”的窠臼。
事实上，电影创作的成功与否固然与题材的选择密切相关，但如何处理题材，更能显示创作者的功力
？
经过了多年的争论，目前比较通用的理解是，“主旋律”是一种时代精神、一种创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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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三十年时间，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漫长的；三十年时间，对于一个时代而言却是短暂的；而三十年的改
革开放，足以让中国骄傲一个时代。
三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体现在五星红旗下的各个角落。
当然，一直作为中国人主要文化生活的电影也不例外。
曾经有这样一份数据统计：1979年国内只生产了五十多部电影，但是观众的观看人次达到了279亿人次
，平均每天有7000万人次的观众看电影，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历史纪录，同时也是世界电影史上的一
个奇迹。
正是因为国人对于电影的热情、观众对于光影的回忆，才有了三十集纪录片《电影三十年》。
这部凝聚了众多人心血的系列纪录片，正是对三十年中国电影巨变的最佳注脚和诠释。
同名书籍的出版，更是这一影响力的延续。
三十年来，中国电影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而记录这段历史，可谓是个浩大的系统工程。
近十位编导对三十年电影的发展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去芜存菁，从中精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和人物
，记录那些往事并加以详尽的论述。
三十年，值得回味和记录的故事太多，中国电影更是从八亿人看八部戏的日子，走到了今天全国拥有
庞大院线和IMAX大银幕的新世纪。
从第五代导演的铸就辉煌，到第六代导演的崭露头角，中国电影从题材到内容、从制作到发行，都发
生了质的变化。
其间，有艰苦的创新、有曲折的前行、有无数的人在为自己热爱的电影事业燃烧青春和热情。
无疑电影人是幸运的，因为时代给予了难得的机遇；电影人更是幸福的，因为自己的努力，带来了今
天中国电影的繁荣与昌盛。
捕捉电影人真实的三十年，也正是我们创作《电影三十年》的初衷。
三十集的篇幅对于三十年而言，实在太短，或许难以涵盖所有的成功与辉煌，失败与泪水。
但是希望此书能弥补电视中所有的疏漏与缺憾。
回首《电影三十年》的创作过程，这是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奇妙旅程。
不容否认，拍摄这一系列纪录片的初衷，仅仅是对中国电影的热爱。
然而在不断深入的过程中，才发现其中所包括的内涵与外延，是如此的浩瀚丰富。
一大批电影人的口述历史弥足珍贵。
比如谈到“伤痕电影”，从《天云山传奇》到《芙蓉镇》，谢晋导演的采访画面风采依旧，这些在无
形之中让我们感到了历史的责任和压力。
要把中国电影三十年的光影历程浓缩在一部作品中，实有管中窥豹之嫌，疏漏和偏颇在所难免，还望
观者和读者多多海涵，不吝指正。
《电影三十年》的顺利推出，得益于上影集团丰富的资源以及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他们为本片出谋
划策、给予详尽的指导。
掐指算来，从2008年春天开始策划，8个月的时间制作，纪录片《电影三十年》便在上海东方电影频道
与观众见面，令人欣慰。
整个制作团队是上影集团一批平均年龄不满30岁的年轻人，他们克服了时间短、资料零散、工作量巨
大的困难，使得纪录片在年底顺利完成。
因此，要感谢制作团队的每一个成员，他们在整个过程中，都付出了最大的心血和努力。
当然也要由衷感谢众多的电影人、电影专家和学者为《电影三十年》出谋划策，每一次讨论，每一个
意见都让我们受益匪浅。
上海电影家协会、上海电影资料馆、联和院线、上海电影译制厂、上海美影厂、车墩影视基地、《世
界电影之窗》杂志社和《电影故事》杂志社的同仁提供了大量资料和独到观点；上海大学影视学院葛
颍教授和上海大学、华东师大、上海交大的同学们，更是为本片和本书做了大量具体工作，他们的倾
力付出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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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对所有的电影人、专家学者及同仁的不吝赐教以及上海辞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表示衷心的
感谢。
作为一个与电影有着不解之缘的传媒工作者，每每回眸与三十年有关的岁月，中国电影的一点一滴，
总浮现在眼前。
电影是一面时代的后倒镜，它倒映着社会的变迁、思想的变化。
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意识形态变迁、城市化进程，无一不在电影的方寸间被展现。
它反映着社会，同时也影响着社会，影响着大众文化，影响着人们的审美取向。
对中国电影三十年的总结，是从一个侧面，对中国社会变迁的一种历史思辨。
《电影三十年》一书的出版，是纪录片的延续和补充，是很多人辛勤耕耘的成果。
书中不但有众多电影人的精彩叙述，更有每一个创作者的感悟与体验；字里行间，也渗透着年轻的影
视工作者对电影的热爱、憧憬和向往。
希望这些感悟和体验，通过文字与读者一同分享。
谨以此书，献给走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电影，愿它与每个电影人、每个热爱电影的人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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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影三十年》一书的出版，是纪录片的延续和补充，是很多人辛勤耕耘的成果。
书中不但有众多电影人的精彩叙述，更有每一个创作者的感悟与体验；字里行间，也渗透着年轻的影
视工作者对电影的热爱、憧憬和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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