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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产业文化出现了长足发展，不仅引起国际电影业界的瞩目，也因此形成了
以华语电影为理论关键词的研究热潮。
海内外一大批学术成果相继面世，围绕中国电影的文化境遇、美学挑战、批评路向与市场拓展等问题
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显示出海内外学者面对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文化生态与产业发展的敏锐洞
察。
这也是我们编选《海上影视学术论丛》的初衷所在，希望籍此辑录当代华语电影研究的最新成果，以
更加开放、立体与自信的视野来理解、研究中国电影乃至我们自身所处的时代社会文化。
《海上影视学术论丛》第一辑共分三个部分，分别是《华语电影：跨地交往与身份认同》、《电影美
学：史学重述与文化建构》和《电影批评：影像符码与中国阐释》。
其中《华语电影：跨地交往与身份认同》将华语电影纳入全球文化互动的格局中，考量华语电影参与
国际交往的历史渊源，分析两岸三地华语电影的现代性症候以及海外产业拓展等问题。
《电影美学：史学建构与文化政治》立足于中国电影美学的当代建构，梳理早期电影美学理论中的基
本概念与关键词，在比较研究的视野中探讨“十七年”中国电影美学表述的本土化特征，以及进人新
时期以来中国电影创作研究对于国际电影美学思潮的理解与接受。
《电影批评：影像符码与中国阐释》在当代电影批评观念分流的多元背景之下，围绕大师研究、类型
电影和代群创作等现象展开文本解读与意识形态分析。
由此，三部书的关键词分别为“在地性”、“中国性”与“当代性”，它们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中国
电影研究的几个重要侧面，也代表了编撰者对于华语电影未来研究路向的理解。
限于时间，辑选理路方面存有不当之处，恳请学界同仁不吝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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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华语电影纳入全球文化互动的格局中，考量华语电影参与国际交往的历史渊源，分析两岸三地
华语电影的现代性症候以及海外产业拓展等问题。
本书构成中国电影研究的几个重要侧面之一，也代表了编撰者对于华语电影未来研究路向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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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电影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趋势是它近年来迅速的学院化。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电影研究曾经主要存在于大学之外。
第一部电影史专著《中国电影发展史》（程季华主编）和《电影年鉴》、《电影辞典》等均由影协组
织编写。
许多在电影生产和管理岗位上的专业人员、导演和编剧兼做理论和批评，如夏衍、陈荒煤和张骏祥等
。
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见证了一个电影教育迅速发展、电影研究向大学转移的大趋势。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著名电影导演谢飞曾经谈到：20年前，中国只有一所电影学院和一所广播学院从
事专门的影视教育；今天，在全国冠以“影视”字样的院系有五六十个，开设电影和相关课程的院校
有600多所。
其中一些已经拥有硕士点和博士点。
学院化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大学原有的多学科方法对电影的介人。
这一过程在西方已经发生。
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前后西方传统电影理论（以美学理论为主）向现代电影理论的转型（结构主义
、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等各种现代理论介入电影研究）就是与电影教育和研究的学院化过程紧密联系
的。
在中国，除了北京电影学院和北京广播学院（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大多数电影系科是从中文
系、艺术系下面发展出来的，近来也有设置于传播系和新闻系之下的。
他们关注电影研究的各个不同方面。
在研究者们积极地发展各种研究方法的时候，一个专业的电影研究者的团体逐渐形成了，他们的事业
或多或少地依赖于他们相应的理论的有效性。
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学科对自身和他者在电影研究领域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常常会发生辩论。
如果说，中国传统电影研究中的辩论常常带有高度的政治性的话，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武训传
》、“电影的锣鼓”、“电影的创新独白”的辩论那样；那么今天的辩论往往更多地使用学术和学科
的话语。
虽然学术辩论的结果和裁定不如政治性辩论那么严重，但是辩论中带有的火药味丝毫不比政治性辩论
有所减少。
目前的一个重要辩论就发生在“电影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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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丛书辑选文章的时间跨度为新世纪以来的十年时光。
十年间，上海大学影视学院电影学科获得了跨越式发展，目前形成了以“华语电影理论、历史和发展
研究”为建设龙头，以“电影美学和文化研究”和“电影批评实践与方法研究”为两翼的特色学科发
展格局。
除此之外，我们又以“上海国际电影学术论坛”（Shanghai Form for Film Studies）为平台，以良好的国
际学术交流机制带动本学科的内涵建设与学术原创力培养。
本丛书中大部分论文都是十年来上海大学电影学科主办各类大型学术研讨会最终形成的理论成果。
此外，辑录入本丛书的论文亦曾先后刊载于我们的学术合作方《上海大学学报》的“影视理论研究”
专栏，在学界获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
在此，特别对《上海大学学报》主编董乃斌教授与“影视理论研究”专栏的魏琼编辑表示衷心的感谢
。
本书编撰工作还得到了许佳、洪代星、蒋安和聂伟等老师的热忱帮助，王玉明、吴劫珉、尤杰、袁琳
等同学也为本书的顺利出版给予了大量富有意义的工作支持，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衷心感谢参与本丛书的每一位专家学者，正是你们的敏锐洞见与理论思考支撑起本书的学术生
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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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华语电影:跨地交往与身份认同》：海上影视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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