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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翻开中华民族五千年史册，人们会惊奇地发现，刚刚过去的公元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上阶级矛盾、
民族矛盾以及其他社会矛盾最为复杂尖锐，斗争最为激烈，社会变革最为急遽深刻的一百年。
这一百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府，结束了在中国沿袭两千多年的封
建专制制度；军阀混战，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略，中国完全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伟大的中国
共产党诞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成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三
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和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探索和开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新中国像巨人
般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这一百年，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了救亡图存，为了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为了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或远涉重洋、孜孜不倦、上下求索，或披肝沥胆、呕心沥血、开拓创新，甚至
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英勇就义、慷慨赴死，涌现出一个个思想巨擘、学术巨人、英雄豪杰、民族骄
子，演出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人间活剧。
一百年，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也只是短暂的一瞬。
然而，公元二十世纪的中国，却经历了三种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社会主义社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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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电影论辩：艺术卷》是纵观20世纪中国电影文化思潮的历次论辩并从中梳理电影理论历史
的线索。
《中国电影论辩：艺术卷》尽量搜集和尊重各次辩论的原初资料，复原和展现论争各方的学术观点，
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进行必要的论述和阐释，以便于读者了解论辩当时的历史真相和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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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20年代的“载道”与“娱乐”之争一、历史背景(一)欧美影片占据大量国内电影市场(二)
国产影片勉力前行(三)电影批评起步二、电影理论论辩概况(一)电影应“有功于世道人心”(二)电影的
娱乐性三、简要评价第二章 30年代围绕中国电影“硬性”和“软性”的论争一、社会文化背景(一)马
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传入(二)中共“电影小组”的成立和活动(三)电影创作的景象二、论辩的概况(一)
电影的内容(二)电影的倾向性(三)电影批评的标准三、论争的影响第三章 40年代围绕国产影片前途的
论争一、时代背景二、问题提出的缘由三、双方(或多方)辩论(一)是否限制外国影片进口如何大力发
展国产影片(二)是否改变电影政策以促进电影发展(三)如何建立中国电影风格以拓宽电影出路四、论
辩的影响第四章 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论争一、论争的时代背景(一)电影观念和功能发生变化(二)行
政化的电影管理体制(三)中国电影外来参照系的改变(四)中国电影艺术家们电影观念的转变二、对《
武训传》的批判(一)批判的缘起(二)批判的概况(三)《武训历史调查记》出笼⋯⋯第五章 50年代围绕电
影方向的讨论第六章 50年代末、60年代初围绕电影特性的论争和理论建设第七章 “文革”中关于电影
的几个批判第八章 80年代关于电影观念的讨论第九章 1981年至1985年关于电影的文学价值的辩论第十
章 围绕电影理论的发展与演进问题之争第十一章 关于电影娱乐性的论争第十二章 关于“谢晋电影模
式应该结束”的论争第十三章 关于第五代电影的评价问题的论争第十四章 关于后现代主义理论及中
国电影现状的论争第十五章 关于主旋律电影的论争第十六章 关于中国电影改革问题的讨论主要参考
文献目录结语后记编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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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20年代的“载道”与“娱乐”之争1921年到1932年间即中国无声片探索和发展时期。
电影与社会道德的关系，是这一时期中国电影最为关注的话题。
在电影观念上，可以梳理出两种主张：一是将宣传伦理道德内容作为电影的主要目的；一是强调电影
的娱乐属性。
由此拉开了一直困扰中国电影的关于电影的目的之争。
一、历史背景（一）欧美影片占据大量国内电影市场众所周知，就整个世界电影来说，20世纪20年代
是无声电影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美国电影逐渐占领世界电影市场，形成了其对世界
电影的霸权。
如果说美国电影此时的成功主要是商业上的，那么欧洲电影的主要努力是在电影的艺术领域。
欧洲电影在各个领域探索无声电影的表现力，从深度和广度方面最大限度地发展了无声电影艺术。
这样，美国电影和欧洲电影的特点越来越分明，其间的分歧也越来越深刻，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十
分密切，这种联系体现在美国从欧洲引进了大量优秀的电影人才并借鉴其艺术成就，并同他们的商业
策略一起，建立起美国电影的霸权；同样，由于电影人才的流失和美国电影对电影市场的挤压，欧洲
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也不可避免地朝商业化、世俗化的方向迈进了一步。
欧美电影的交流与影响，约束与制衡，共同形成20年代世界电影的主要景观。
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电影，同样面临着欧美电影的挤压。
法国片、美国片、德国片和英国片，尤其法国百代公司和高蒙公司的影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占
据中国电影市场的主要影片。
战后，外国电影商人对中国电影市场争夺日益激烈起来。
随着美国电影世界霸权地位的建立，美国影片在中国放映的比例逐渐增大，不仅取代了法国片，甚至
几乎独占了中国的银幕。
当时输入中国的美国影片，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类：一类是没有多少社会意义、制作上比较粗劣的影片
，如风行一时的多集长片；另一类是具有一定社会意义、技术和艺术水平都较高的影片，如卓别林和
基顿的滑稽片、格里菲斯的影片等。
对这样一种现象，中国知识分子和电影人的反应是复杂的，对其中表现出的对中国人生活中消极面的
影像，表现出了愤怒：“中国人在影戏界里的地位，说来真是可耻，从前外国人到中国采摄剧，都喜
欢把中国的不良风俗摄去：裹足呀，吸鸦片呀，都是他们的绝好资料；否则就把我们中国下流社会的
情形摄去。
没有到中国来过的外国人，看了这种影片，便把他来代表我们中国全体，以为中国全体人民都是这样
的，那么，哪得不生蔑视中国的心呢?“我们看影戏，无论长篇短篇，要是没有中国人便罢；若有中国
人，不是做强盗，便是做贼。
做强盗做贼，也还罢了，还做不到寻常的配角，只做他们的小喽罗，一样做一个侍者，欧美人便是一
个堂堂正正的侍者。
若换了中国人，就有一股萎靡不振，摇尾乞怜的神气。
唉!我们中国人在影戏界上的人格，真可称“人格破产”的了!正因为如此，他们下定“在影剧界上替
我们中国人争人格”的丰张。
同样，在“昌明电影函授学校讲义”之一《影戏概论》中，作者周剑云、汪煦昌甚至把“赞扬一国悠
久的历史、表扬一国优美的文化、代表一国伟大的民性、宣扬一国高尚的风俗、发展一国雄厚的实业
、介绍优良的工艺”作为电影所应负的重要使命。
最初的中国电影，就在这样的主张和境遇下开始起步。
（二）国产影片勉力前行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电影的“草创”时期，即刚刚有了基础的艺术和技术
条件，开始向各方面进行初步探索并继续发展的时期。
面对此间好莱坞电影和欧洲电影的大量涌人，以及作品中显现出来的纷繁陆离的意识形态特征和现代
主义文艺思潮，叙事层面和影像层面上的不断革新，尽管电影人做了许多努力，但各影片公司的无序
竞争，电影观念的误区，尤其是缺少真正好的电影作品，仍然是困扰中国电影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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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这时的中国电影来说，首先要做的是确立自己的地位，力争有和欧美电影抗争的资本。
而在这个时期，“1919—1924年：一连串的所谓‘滑稽片’，胡编乱造，无理取闹，目的只在逗观众
一笑，《滑稽大王游沪记》《大闹怪剧场》⋯⋯等都属于这一类。
‘武侠打斗片’和‘侦探片’开始登场，前者如《车中盗》，后者如《红粉骷髅》。
再进一步是利用耸人听闻的社会新闻，投合公众的好奇心理，把血淋淋的凶杀案也搬上银幕，《阎瑞
生》《张欣生》就是如此。
“1925——1926年，津津有味地继续拍‘滑稽片’、‘武侠片’以外，开始向弹词小说、民间传说进
攻，因为这些故事，悲欢离合，妇孺皆知。
《珍珠塔》《梁祝哀史》《孟姜女》等等，大量拍摄。
还有打着惩恶劝善幌子，宣扬封建道德的《忠孝节义》；在北洋军阀统治下宣传放下屠刀，便得超生
的《立地成佛》；散布佛教思想的《济公活佛》。
“1927—1931年：这个时期，银幕上乌烟瘴气，逐步达到顶点。
有从《封神榜》小说取材的《哪吒闹海》《杨戢梅山收七怪》《姜子牙火烧琵琶精》；从《西游记》
取材的《猪八戒招亲》《盘丝洞》《女儿国》《金钱豹》；有从《说唐演义》取材的《薛仁贵征西》
；从公案小说、侠义小说、京剧连台本戏等等取材的，有《五鼠闹东京》《锦毛鼠白玉堂》《黄天霸
招亲》《施公案》《宏碧缘》《狸猫换太子》《乾隆皇帝游江南》；有佛教和道教故事《观世音》《
韩湘子》；武侠片风起云涌，从小说《江湖奇侠传》取材的《火烧红莲寺》连续拍了十八集，《荒江
女侠》十一集，《关东大侠》十集，以‘火烧’、‘侠’、‘盗’命名的影片，不可胜数。
”20世纪30年代前，中国各影片公司共拍摄了约650部故事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鸳鸯蝴蝶派文人参
加制作的，影片的内容也多为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翻版，或者是对“文明戏”的搬演。
从电影类型的角度看，正如以上引述柯灵先生所说：“1919—1924年：一连串的所谓‘滑稽片’，‘
武侠打斗片’开始登场⋯⋯；1925——1926年，开始向弹词小说、民间传说进攻，因为这些故事，悲
欢离合，妇孺皆知⋯⋯；1927——1931年，武侠片风起云涌，以‘火烧“侠“盗’命名的影片，不可
胜数”。
对这些影片，国内一般电影史论著的评价都不高，甚至采取近乎完全否定的态度，比较有代表性的看
法是：这些影片“绝大多数是宣扬封建道德、饮食男女和怪力乱神之类的东西，散发着封建意识和买
办意识的恶臭”。
这样一种现象也终于引起人们的反感，国产电影的声誉受到严重挫伤。
所以，如何确立中国电影自己的独特文化特征，自己的电影表达方式和语言，或者说具有自己的民族
特性，塑造中国电影的民族形象，提高中国电影的社会地位以及夺回失去的中国电影市场，成为20世
纪20年代中国电影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而对影片的伦理道德内容的检讨，是重要的一环。
以《孤儿救祖记》（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明星公司1923年）等伦理片为代表的“国产电影运动
”，成为此时中国电影中的最大成就，而制片机构的勃兴、影片产量的激增和在电影市场上甚至可以
和欧美影片抗衡，以及创作上的蓬勃景象是主要特征。
（三）电影批评起步欧美影片的大量涌入，打开了此时期中国电影人的眼界，学习到了一些电影的拍
摄技巧和艺术手段；而国产电影的初步和初盛景观，也需要有自己的电影理论和批评。
在这种情况下，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一些专业电影刊物。
中国电影理论和批评的最初成果主要就反映在这些刊物所发表的文章中。
归纳起来，这些文章显示出如下一些特点：首先，已经开始具有比较明确的电影批评意识。
曹元恺的《电影评论家应具备的条件》一文，对“毫无做批评的学识的人”以及人云亦云的批评，进
行了严厉的谴责，并列举了一些作为一个电影评论家应具的条件：“须具电影学识”；“不可有感情
作用”、“评条不宜雷同”、“须具两种眼光”和“评条不宜苛刻”。
尽管在这里，除了“须具电影学识”和“评条不宜雷同”两点切中肯綮外，其他方面不无值得商榷之
处。
但是，作者毕竟为草创时期的中国电影评论和理论指明了一些方向。
并且，如在“须具两种目光”中据出的对“舶来品”和“自制品”不能用同等的目光来批评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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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的电影理论中，都极具启发性。
其次，主题是在中国电影中倡导展示中华几千年的文化，塑造中国电影的民族形象。
例如，由卢梦殊编辑的《电影月刊》杂志，不仅大量运用电影的“民族性”这一术语，明确地提倡“
民族主义电影运动”，他们甚至认为“努力地灌输人们以民族意识”是电影的“意识中心”；同时，
力图以“民族主义的标准天秤”，来称一称中外电影，“使紊乱一团黑的电影界得以廓清，而不再流
入畸形的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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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有关中国电影的研究不断地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
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电影艺术史、中国电影批评史、中国电影理论史、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等陆
续出版。
但是，从学术论辩的角度探讨百年中国电影，还是很少的。
因此，《中国电影论辩》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与探索价值。
倪震先生负责《中国电影论辩》的策划、目录与提纲，在写作的各个阶段给予精心的指导与帮助，并
提供了一些珍贵的资料，在此深表感谢！
张智华撰写绪论、第三章、第六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六章，
史可扬撰写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第七章、第八章、第十一章、第十五章及结语。
本书经历了两年多时间逐步完成，其间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李晃生先生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与意见
，在此深表感谢！
20世纪中国电影论辩涉及到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而且资料较为缺乏。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对国内的相关论文和著作多有参考与吸纳，具体篇名和书目见附录的参考文献，
在此谨致诚挚谢忱！
本书可能有遗漏或不妥之处，望同仁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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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电影论辩:艺术卷》是纵观20世纪中国电影文化思潮的历次论辩并从中梳理电影理论历史的线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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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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