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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中国电影史(1949-2000)》以1949-2000年的中国电影发展历史为线索，将当代中国电影置于社
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中，考察各个时期电影的时代面貌、文化特征、修辞系统和典型文本，勾画
了新中国电影从一元化的政治电影模式、多元化的艺术电影模式向大众化的产业电影模式的转换过程
，展望了新中国电影在全球化背景下向中国新电影的转型。
　　《新中国电影史(1949-2000)》收录了500幅左右的电影剧照和其他相关图片，为了解当代中国电影
提供了丰富资料。
本可以供当代中国电影、文化、历史的研究者、学生和爱好者使用，也可以供广大读者通过电影了解
中国历史、社会、鉴赏当代中国电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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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尹鸿，1961年生于重庆合川，文学博士，著名影视评论家、大众传播及影视文化研究的学者。
现为清华大学传播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清华大学百名人才引进计划入选者。
近年来出版有《悲剧意识与悲剧艺术》、《徘徊的幽灵―――弗洛伊德主义与中国世纪文学》、《世
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镜像阅读》、《世界电影史话》等多部专著和《马克思主义艺术理
论》、《悲剧》等译著，参加主编《中国20世纪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
等10多部学术著作和教材，多次应邀赴海外访问讲学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国内外发表各种学术论
文和评论300多篇。
 凌燕，1973年生，电影学博士，广西南宁人。
 现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影视系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大众文化、当代中国影视文化。
发表当代中国电影、电影研究论文2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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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章 创建新中国红色电影（1949-1956）第一节 社会主义电影的创建一、中国社会主义电影业
的起步二、改造私营电影业三、国营电影厂新片展览月四、电影指导委员会第二节 红色电影的金色童
年一、第一部新中国电影二、“工农兵电影”与“写重大题材”三、红色电影的雏形四、国际社会主
义电影的组成部分第三节 新中国电影的成长创伤第二章 新中国社会主义经典电影时期（1956-1966）
第一节 政治运动中的电影品格一、“运动”式发展曲线二、高度自觉的政治书写三、封闭自足的电影
文化体系四、电影批评的政治化第二节 社会主义电影的修辞系统一、影像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二、
缝合的镜语系统三、革命抒情正剧四、符号化的个体五、革命对爱情的放逐第三节 新中国的电影类型
一、历史铭文二、乡土创业史三、经典的革命化重写四、笑的意识形态生产五、强冲突化的反特类型
片六、民族团结政治寓言七、“红孩子”的故事八、重构民间传统第三章 “文革”时代的斗争电影模
式（1966－1976）第一节 历史悲喜剧一、“革命”与“动乱”二、“文革”文艺三、电影的灾难四、
颠覆新中国电影第二节 “样板戏”叙事规则一、京剧改革与样板戏二、“三突出”原则三、阶级修辞
四、编码样板五、人物元素六、性别修辞第三节 “文革”模式的政治电影一、样板戏电影二、“三突
出”原则的电影化三、英雄神话四、流行革命文化第四节 电影的恢复与重建一、阶级斗争电影二、重
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三、电影技术和工艺的进步第四章 变革与多元的新时期电影（1977-1989）第一节
改革开放的社会语境一、思想解放与文化启蒙二、电影的“春天”第二节 政治电影模式的演变一、反
“四人帮”的政治电影二、新中国影片的解禁和复映三、新电影创作四、伤痕与反思电影五、个案：
谢晋与伦理情节剧传统六、历史与战争的人性化叙述七、电影的多样化第三节 电影美学观念的革新一
、电影本体的探索二、中国电影第四代三、第四代经典文本第四节 第五代与多元化的电影时代一、《
一个和八个》与第五代的横空出世二、《黄土地》与第五代经典三、第五代的三个标志性人物四、第
五代导演群体五、第五代电影的意义第五节 电影体制的解体与改革一、新时期电影中的娱乐片潮流二
、中国式娱乐电影：武打片三、喜剧片四、1988年的娱乐片高峰第五章 中国电影的世纪末转型
（1990-2000）第一节 意识形态化与市场化的双重背景一、后新时期状态二、例外的1995三、后“主旋
律化”时期第二节 “主旋律”电影策略一、历史片与历史文献片二、“好人好事”电影三、社会、家
庭伦理电影四、伦理“泛情化”五、国家和民族主义策略六、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七、个案：《我
的1919））中的历史虚构与国家和民族想像八、个案：陈国星电影的“主旋律”策略第三节 政治娱乐
化与娱乐政治化一、市场化的不归之途二、准娱乐化的动作／悬念片三、国际化的“新民俗”片四、
主旋律的娱乐化与娱乐化的主旋律五、个案：《紧急迫降》与中国式“灾难片”六、个案：冯小刚的
贺岁片及其市场品牌效果第四节 本土体验与现实关怀一、关怀当下人生二、城市与乡村镜像三、个案
：黄建新的“都市电影”四、个案：宁瀛与记录写实主义五、第三种体验第五节 新生代的叛逆与皈依
一、夹缝中的一代二、还原冲动与青春自恋三、流浪后的回家第六节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化策略一、
国际化背景二、国际化电影模式三、国际化的意识形态策略四、国际化的文化策略五、国际化的艺术
策略六、国际化的经济策略七、国际电影节：国际化通道八、个案：《洗澡》的文化意义第七节 中国
电影业的危机一、双轨体制下的电影产业二、曲折变革中的电影体制三、电影的规划生产模式四、无
序的电影市场五、制片、发行、放映业的产业矛盾结语走向中国新电影附录一、新中国电影大事记
（1949-2000）二、参考文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中国电影史>>

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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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撰写当代中国电影史的想法由来已久。
所以，当湖南美术出版社的李小山先生邀请我担任《新中国电影史》的作者时，我稍微犹豫之后，还
是因为没有能够抵抗这件事情本身的诱惑，应允了这一其实我现在难以承担的工作。
我犹豫的理由有两点：首先我不愿意把这个题目当作仅仅是写作一本可以充数的书，而是希望它能够
成为这个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文献，而目前本书出版计划的要求和我自己的时间限制都使我几乎没有
可能按照我理想的方式进行写作；其次，目前我陷于太多的教学、行政和社会事务，缺乏一种学术的
心境和空间，在这种匆匆忙忙的状态下，我担心难以完成一部理想的当代中国电影史。
不幸的是，我犹豫的理由最终都成为现实。
我曾经设想要对1949年以后中国电影及其所经历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态进行史料的重新收集、
整理，在阅读新史料、新文献的基础上进行阐释。
尽管我邀请了凌燕女士与我合作，但随着交稿日期的临近，我们的工作仍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所以，我们便适当调整了写作计划，转向了对当代中国电影史的重新阐释，换句话说，追求的更多的
是论的创新而不是史的发现。
这形成了本书的缺陷，也成为了本书的特点。
尽管如此，无论是供国内外学术研究的参考，还是供相关专业学生的学习，甚至供人们了解1949年以
后的中国文化和中国电影发展过程，都需要一本能够吸收近十年来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当代学术
背景和视点的“中国电影史”的著作。
所以，我只好安慰自己，也许我们实现的永远都不是最理想的东西，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可以进行
的努力。
所以，我们提供给大家的与其说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史，不如说是一部关于电影的史评。
正因为如此，在写作上、在文献的使用上就相对自由。
本书采用了大量近年来与当代中国电影研究相关的学术成果，同时也采用了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相关研
究成果。
当然，对于史料的甄别，对于文献的考证，对于一些观点的斟酌以及一些研究方法的使用方面，本书
可能还存在一些疏漏，特别是由于时间的仓促，许多技术上的工作还不完善。
所以，特别希望能够得到国内外同仁和相关人士的批评指正。
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修订出一部更理想的当代中国电影史。
感谢所有为本书的写作做出了直接和间接支持和贡献的前辈、同仁、亲人和朋友们。
本书的图片来源渠道复杂，一些图片的作者不明或者尚未取得联系。
在此，表示感谢，也请作者能与本人联络，将按规定支付稿酬。
写完本书，自己也经历了动荡的一年。
新的一年就要到了，因而，来年的春天想必会更灿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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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中国电影史(1949-2000)》表述了1949-2000年新中国电影艺术半个世纪以来的风雨历程。
作者以翔实的材料揭示了新中国电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多方位地分析了文革时期对新中国电影历史
的深刻影响，并对各个历史时期的电影经典作品作了准确的评价，从而使读者对新中国电影发展的艰
难与曲折历程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具有非常实用的文献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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