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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史上，暨南大学新闻传播教育已走过60多年坎坷不平而又不断奋进的历程。
1946年，暨南大学新闻学系在上海创立。
1949年，因暨南大学停办而并入复旦大学新闻系。
1958年，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中文系于1960年开办新闻学专业。
1970年，暨南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停办，新闻学专业随中文系并人华南师范大学。
1978年，复校后的暨南大学重建新闻学系。
从此，暨南大学新闻传播教育走上不断发展的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暨南大学新闻学系逐渐扩大办学规模：1984年开设国际新闻与传播双学位专业（后改
为国际新闻本科专业），1994年创办广告学本科专业，2001年创办广播电视新闻学本科专业。
2001年，在原新闻学系的基础上组建新闻与传播学院，下设新闻学系、广播电视学系、广告学系。
与此同时，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努力提高办学层次：早在1986年即成为我国第三批新闻学硕士点
之一，2001年又获准设立传播学硕士点；2003年，新闻学同时成为广东省高校名牌专业和国务院侨务
办公室重点学科；2006年成功申报新闻学博士点，成为华南地区首家设立新闻传播学类博士点的院系
，建成本－硕－博一体化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
继2006年成功申报新闻学博士点之后，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2007年又取得了一系列可喜成绩：
①获准设立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②与中文系联合组建的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
获准为广东省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③新闻学获准为广东省重点学科；④新闻学专业获准为教
育部首批特色专业建设点；⑤获准增设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所有这一切，都令人感到气象一新。
之所以能够取得上述各项成绩，一个重要原因是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多年来十分重视学科建设。
特别是2006年暨南大学百年华诞、暨南大学新闻传播教育六秩荣庆之后，学院明确提出了要从教学型
学院逐渐转变为研究型学院的发展战略，确立了学科建设的核心与龙头地位，完善了学科建设的激励
机制，加大了学科建设的支持力度，全院教师以饱满的热情参与到以学科建设为中心的教学与科研工
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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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类型电影本来是类型化的，林侠的研究却强调个性和创新。
为此，本书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不同类型的电影，作了细致深入的定性、定量分析。
目的是通过这种分析，从中得出经验和教训，便于更好地提高中国电影的思想品位和艺术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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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类型电影的类型观念、艺术定位与审美超越目前理论界对类型电影的艺术性仍然有所保留
，缺乏原创性的类型电影由于类型的重复与艺术所要求的个性之间的抵牾，不具备较高的艺术价值。
作为市场主流的类型电影竟然仅仅在生产上贡献经济利益，而没有多少艺术性，这个令人沮丧的理论
回答不仅制约了中国类型电影的创作，而且影响到电影的整体发展，具体表现有二：其一，在这种观
念的影响下，创作将商业电影简单视作迎合观众之作，认为只要大资金投入，增加暴力、色情、噱头
、偶像、明星等娱乐元素，就会获取商业成功，这导致类型电影对故事（即“情节创意”、“娱乐智
慧”）的忽视，回避了类型电影创作所需要的各种智力挑战；其二，创作拒绝表达个性理解与真实的
观念，担心影响票房收入，导致作品的价值观、意识表达的虚假性，助长了类型电影因虚构性题材导
致的虚浮主义。
因此，观众的期待视野、大众观念、平均的智力水平无形地主导了电影创作，类型电影缺乏必要的难
度，暴露出通俗直白、粗制滥造、因袭守旧等众多缺陷。
尹鸿指出：“中国的类型片创作和制作水平普遍很低，没有超出观众已有的叙事经验和娱乐经验。
除了《天下无贼》等少数娱乐类型片以外，大多数中国电影至今还不会娱乐，大多数中国电影的娱乐
还缺乏能够征服观众的智慧。
”①应该说，当前中国类型电影创作水平及制作水平的不尽如人意，和概念认知有相当大的关系，从
理论上明确类型电影的艺术定位、辨析审美内涵就显得十分迫切。
（一）从“类型电影”到“电影类型”：“祖性”与欲望的生产邵牧君认为，类型电影“是好莱坞技
术主义电影在其全盛时代所特有的一种影片创作方式。
类型电影是在制片厂制度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的一些特点同制片厂制度的生产管理有着密切
的联系。
在好莱坞，类型电影作为一种拍片方法，实质上是一种艺术产品标准化的规范”。
显然，在经典好莱坞时期，“类型”并不是主题类型，而是“拍片方法”，是促使“电影产品”标准
化的“规范”，这种规范渗透到人事管理制度，就有很强的约束力量。
伴随着制片厂制度变革、“导演中心”的创作机制逐渐产生，“类型”的概念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
坚执于电影的制作模式，主题的内容大为增加。
它不仅是电影创作与研究出现的必然，也体现了人类的抽象思维和概括能力。
郑树森就说：“类型理论是艺术过程中的必然发展，因为人类有把性质相近的事物归类的习惯。
分类（classification）其实是累积性（accumulative）、历史性（historical）的，也是历时性（diachronit
）的活动。
经历时间的沉淀，事物才能逐步归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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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书的整体构形应该是在即将结束杭州生活的那段时光，这是因为拿到入站通知时，总得想想出站
的事情。
之所以定为类型电影，一方面，是深感国内电影在商业叙事策略方面的薄弱，另一方面，也是对武汉
大学科研环境、要求等的某种预设。
说到类型电影，必然会涉及基本概念、界定标准以及艺术价值，等等。
正如在导论中所说，我始终认为，对电影这种集创作、消费、科技于一体的现代艺术来说，尤其是在
市场经济日益繁盛、商品具备高度流动性及立体化的国内外销售渠道的影响下，电影的商业属性早已
越过了“类型电影”与“作者电影”的传统樊篱，质言之，所谓“作者电影”虽然不过是商业属性较
弱的商业电影，但商业性仍然如影随形，无处不在。
严格地说，我这里虽然申言类型电影，但实则关乎电影的全部。
对类型电影的认识在导论中讲得比较多，当时就有一个强烈的想法，电影假定性叙事需要丰富而广泛
的知识为基础，电影的艺术性不仅包括对人性敏锐而深刻的体验，也包括叙事逻辑的缜密、故事情节
的翻新、娱乐的技巧，甚至包括场景的设置，道具、服装的设计，等等，这些都需要庞大的知识储备
，在这方面，国内编导的缺陷是非常显见的。
上编部分的知识结构研究就是针对此种缺陷，想要去研究、归类目前电影叙事的知识现象以及所透露
的编导状况。
下编的写作思路与上编明显不同，但都是在博士后期间同时进行的，由于反复看过诸多前后差别甚大
的国产电影，其中不少文本，颇有味同嚼蜡之感，相对说来，香港地区、韩国、美国等电影叙事的优
越性就充分凸现出来；于是，萌生两者比较研究的想法，也就水到渠成。
可以说，整个博士后期间，我都是一方面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写作上编，另一方面以论文的形式写作下
编，由于集中看了两百多部国产电影，写作起来，思路相对自由开阔。
但不论是上编还是下编，我都深觉存在着许多不满意的地方。
纳入知识结构调查中的国产电影毕竟还是太少，许多国产电影的生命都较短暂，收集起来很有些难度
，加之本人的懒惰，尤其是在收集、整理资料方面的欠缺，未能在电影数量上取得大突破；在知识分
析领域中，本应再作细分，但一者因写作精力有些分散，二者由于知识分类及调查本身都需要这一知
识领域的相关积累，写作难度明显太大。
能力所限，我只能做到这些，有时想想，虽有遗憾，倒也释怀。
下编既然是以论文的框架写作，大多也发表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如《社会科学》、《中州学刊》、《
文艺争鸣》、《理论与创作》、《齐鲁艺苑》，等等，仔细算来，发表在《理论与创作》上的，居然
有5篇之多，实在感谢目前仍未曾谋面的周小玲、李亦婷、采薇、陈善君等诸位编辑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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