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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影月报》，中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电影期刊之一。
它是上海影戏公司、明星制片公司、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民新影片公司、华剧影片公司、友联影片
公司组成的六合影片发行联营公司的宣传刊物，在当时深受影迷欢迎，发行量达二三万册。
　　《电影月报》发行一年，共十二期，介绍了六家公司拍摄的六十余部影片，配有大量的文字和剧
照，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此外，它还告诉读者：当年的中国电影人，对国产电影的现状和未来，作了怎样的探讨；当时世界各
国的电影审查条例，有些什么样的内容；当时在北京、天津、济南、青岛、杭州、苏州、常熟、常州
、厦门等城市，电影在市民生活中有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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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谈电影者，辄日电影为社会教育之一。
吾国电影界，亦未尝不以社会教育家自命。
然返视各影片公司作品，则以迎合观众心理为唯一方针。
观众喜武术，则群为武术剧。
观众喜艳情，则群为艳情剧。
观众喜古装，则群为古装剧。
一公司如此，各公司无不如此。
言社会教育者，固当迎合一至于此乎。
迎合则必出于揣摹，揣摹必无真价值。
虽日计及营业，不能漠视观众心理而不顾，然事事迎合观众心理，则完全为观众所支配，而失其独立
之精神。
如草迎风，随之而偃。
一旦观众心理变迁，不得不改途易辙，不特此也。
今之制片者，既群趋于迎合之-途。
甲制一片，偶为观众所喜，乙丙丁亦起而效之，甚至视某种影片为无藏宝库，取之不竭，不论精粗美
恶，务以得着先鞭为贵，其结果滥造粗制。
服装可以不备，表情可以不讲，布景可以迁就，剧材可以随便，一片二片以至三片四片，直使观众生
厌而后已。
以此而言迎合观众心理，无啻自绝于观众。
吾以为电影虽不能与观众心理社会趋尚相背，亦当自顾其价值。
如有一片，能专注于艺术，翘然独异，不斤斤于社会趋尚，而不得观众欣赏者，吾不信也。
浅而言之，舞台名剧，垂数百年而不敝，岂数百年之观众心理，历久不变。
惟求之戏剧本身，得观众之信仰，故能传之永久耳。
本报于此国制影片“迎合”潮中，当鼓励制片者竭精殚虑，专心一志。
以不屈不挠之精神，造成电影在社会上有独立之真价值，使观众欣赏。
此本报同人引为责任者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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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影月报(1928年4月-1929年9月)》：老上海电影期刊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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