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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进入新世纪以来，华语电影日益成为国际电影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
华语电影跨越地域局限、注重文化语言共同性的研究视角，呼应了两岸三地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
化心理层面的多元互动。
　　本书立足当代华语文化政治与工业的&ldquo;活实践&rdquo;，以跨地产业合作、美学流变、独立
影像与都市电影为研究切入点，以期推动华语电影的学术范式更新，促进学科专业知识积累，为读者
奉上国内外优秀学者在相关领域的最新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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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犀禾，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博导，上海大学电影学博士点和上海市重点学科电影学学科带头人
，担任国际亚洲电影研究学会（ACSS）中国区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委员会影视教育委员会常务理事
；CFRS（美国中国电影研究会）顾问等职。
主要研究领域为华语电影研究，近年来承担“华语电影发展史”、“民营影视企业发展研究”等国家
级及省部级项目多项，出版《华语电影：理论、历史与美学》专著，并在海内外发表重要学术论文数
十篇。

聂伟，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市曙光学者。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影视艺术系副主任，上海电影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协会员。
主要学术方向为泛亚区域电影、华语电影产业文化研究与当代影视文化批评。
出版学术专著《华语电影与泛亚实践》《文学都市与影像民间》两部，编、译著作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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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个有趣的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正是现实主义的剧场性音乐歌舞片的鼎盛时期，美
国的《雨中曲》、《花都艳舞》等著名的影片都出自那个时代，为什么在中国相同类型的音乐歌舞片
反而在1950年便戛然止步了呢？
而且，《白毛女》在当时是一部“卖座又叫好”影片，不但票房满满，而且还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
按照逻辑的推理，应该如法炮制，加紧生产制作出更多这样的影片才是。
这确是一个让人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可以找到的解释大致是这样的：按照李道新的说法，我国从1949年开始的电影批评是一种“政治
索隐式批评”，具有“明确的政治功利”目的，“也就是说，电影批评工作者在对某一具体的电影作
品进行鉴赏、分析的时候，没有也不愿意将批评对象仅仅看做一部电影作品，而是直接从自身明确的
政治功利性出发，将作品的政治倾向性单独剥离出来，予以严厉的剖析甚至肢解，最终达到打击、遏
止非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自身政治思想，形成全党全民思想统一的目的”。
换句话说，一部影片的成功与否，全在它的实用政治价值，而与作品自身的艺术水准、类型和风格关
系不大。
在当年对《白毛女》的评论中，我们所看到的正是这样的评价。
如《人民日报》发表的羽山的文章中说：“由于电影《白毛女》贯穿着强烈的阶级仇恨，鲜明的爱和
憎，因此虽然杨白劳和喜儿的遭遇非常凄惨，但它使我们感受到的不是凄惨，而是激愤；不仅是同情
，而且是奋发；喜儿的坚忍顽强，激励着人们生活的意志；农民们的遭遇和仇恨，如同我们亲身的经
受。
电影编导以这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创造，使观众获得了深刻的阶级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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