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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电影美术卷》是由从事电影学科专业创作、历史以及理论教学和研究的
专家，突破以往史学研究的限制，对电影艺术创作、电影技术技巧、电影理论、电影美学、电影批评
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多元化、多层次、宏观和微观的理论研究，内容涉及电影学专业创作和
史论研究的各个主要方面，有所侧重，视点独特，形成一种中国电影历史学术研究的“历史语言”、
“历史观点”和“历史总结”。
 可作为中国的电影教学、以及打算学习、研究中国电影的学生们所撰写的专业教材。
本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作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作为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艺术
学史论专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的专业教材，亦可供全国各类高校相关的影视、传播、艺术等专业作
为教学参考书使用。
它们不仅可以弥补中国电影历史、理论、批评、美学研究的缺憾，更是北京电影学院为中国电影高等
教育做出的贡献。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

书籍目录

总序  银幕风情圆百年美史镜鉴启后生——为官林撰《中国电影美术史》作序导言    一、电影美术的概
念    二、电影美术史研究的意义    三、关于中国电影美术史的分期与发展    四、中国电影美术史研究
的基本思路第一章  中国布景与西方影戏(1905-1929)  第一节  老“国粹”与新“玩意儿”的结晶  第二
节  绘画艺术对初期电影美术的影响    一、写实的西洋绘画    二、“海派”中国画    三、时尚风俗画—
—《点石斋画报》    四、中西合璧的月份牌年画    五、漫画与动画  第三节  从舞台“布景”到电影“
置景”——早期的电影美术    一、舞台布景是电影美术的祖先    二、电影布景师——画家的新职业    
三、欧化与唯美——早期电影美术的特征    四、重教化、倡人伦的民族思想意识  第四节  布景师的新
天地——古装片、武侠片的美术设计  第五节  真实——电影美术的本质特性    一、从“棚内”走向“
棚外”    二、中国电影特技的诞生  第六节  早期电影美术师  第七节  小结：以戏曲、“文明戏”布景
为主的初期电影美术第二章  社会现实与民众梦幻(1930一丑949)  第一节  电影空间的觉醒    一、大转折
——从舞台空间到电影空间    二、新起点——电影空间的确立  第二节  激情与悲愤——电影美术的现
实主义道路    一、“到民间去”    二、永不熄灭的“万家灯火”    三、现实主义美术作品  第三节  电影
美术与电影造型语言的民族化探索  第四节  中国电影美术中的好莱坞模式  第五节  现实与梦幻——走
向成熟的中国电影美术  第六节  从布景师到电影导演  第七节  小结：现实主义传统与好莱坞模式的结
合第三章  情景交融与诗情画意(1950一工966)  第一节  银幕的新时代  第二节  电影题材的多样化与电影
美术的真实性    一、题材的多样和形式(风格)的统一    二、真诚的情感与质朴的造型——电影美术设计
图  第三节  诗情画意——影像造型的意境    一、“风从东方来”    二、“意象”造型  第四节  宏伟史诗
——历史影片的美术设计  第五节  瑰丽的奇葩——戏曲影片的美术设计  第六节  重要的电影美术师  第
七节  小结：中国电影美术东方美学造型风格的形成第四章  “三突出”与“高大全”(1966-1976)  第一
节  “三突出”——为政治服务的样板戏电影美术    一、“样板戏”电影的造型口诀    二、“样板戏”
电影的造型模式    三、“还原舞台，高于舞台”    四、从舞台到电影  第二节  “高大全”与“红光亮
”——“文革”电影美术的造型模式    一、“高大全”——虚妄的现实    二、“红光亮”——阳光下
的阴霾  第三节  小结：“文革”时期电影美术的特征第五章  冲突与探索(1978-1989)  第一节  艺术思潮
与电影美学    一、电影本性的讨论    二、探索(第五代)电影之前  第二节  诗意电影的美术设计  第三节  
纪实电影的美术设计  第四节  戏剧电影的美术设计  第五节  探索、观念、造型    一、反传统——探索
观念的确立    二、新影像——以造型为本    三、仪式化——历史和民俗文化的铺排    四、“错位”—
—用造型思考影像  第六节  民族意识和历史画卷的展现  第七节  小结：中国电影美术的造型语言体系
的成熟附录一：中国电影美术师人物小传附录二：历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服装、化装、道具
、特技获奖作品名单附录三：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获美术类奖项参考文献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

章节摘录

书摘1895年当电影在法国正式诞生后，很快就被中国人当作一种“新奇的玩意儿”输入到国内。
一年之后的1896年8月11日，在上海徐园又名“双清别墅”的“又一村”戏院放映了被当时国人冠以“
影戏”称之的西洋电影。
据报载当时共放映了《马房失火》等14部短片，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与电影接触。
    西方电影进入中国后，之所以被国人称为“影戏”，是因为当时中国人还是习惯于把电影当作一种
“戏”来认识和对待的。
一般来讲，无论什么“戏”，都是由演员、布景、道具、乐队等组成。
所以，早期的中国电影，从拍摄第一部《定军山》就开始了以“戏”——传统戏曲和新“文明戏”结
合——为主要拍摄内容的电影创业。
    中国最早的电影导演张石川在他的《自我导演以来》一文中描述了当时他对“影戏”的理解：“因
为是拍影‘戏’，自然很快地联想到中国固有的旧‘戏’上去。
”当时的“申影美术”被简单而轻率地称之为“装景”、“布景”、“置景”等，这种称呼，听起来
就好像是拍电影的片场里干力气活儿的场工，看上去实际就是为衬托演员的表演和拍摄而搭建的一块
空间。
    中国早期的电影美术，从拍摄初期向西方电影学习、模仿、尝试，到2。
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走向较为成熟的现实主义布景设计，其空间场景都是中国的戏曲、“文明戏”布
景和实物道具，并结合了真实场景而搭建的。
当时的电影布景设计与绘制人员多是接受了西画教育的时髦画家和月份牌画家。
所以，2。
世纪初期的中国电影布景绘制，深受当时各种绘画风格的影响。
同时，那些思想开放、有“影戏”理想的画家和布景师在进入电影界后，又纷纷走向一条从画家到电
影布景师再到电影导演的艺术人生之路。
    第一节  老“国粹”与新“玩意儿”的结晶    虽然，电影发明于西方，但是，说到电影的“祖先”，
却不能不回溯到中国一种古老的传统艺术：“皮影戏”又称“灯影戏”或“影戏人”，它至今在国内
民间百姓中流传。
    传说汉武帝时常思念死后的爱姬李夫人，大臣们为了取悦皇帝，遂请方士为李夫人招魂，由此而发
明了皮影，汉武帝在帐中仿佛看到了爱姬的形象。
据晋·干宝《搜神记》云：“故老相承，言影戏之源，出于汉武帝，李夫人之亡，齐人少翁言能致其
魂，上念夫人无已，乃使致之。
少翁夜为方帷，张灯烛，帝坐他帐，自帐中望见之，仿佛夫人像也，故今有影戏。
”    这种被称为“灯影戏”的皮影出现之后，在民间流传并兴盛起来，极受百姓欢迎。
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等书都有记载关于“灯影戏”在宋元之际兴盛的情况。
甚至在西方电影发明之前的1767年(清乾隆三十二年)皮影戏曾传人法国，并在马赛和巴黎演出。
1776年(清乾隆四十一年)传到英国伦敦。
皮影戏传人法国时，被称为“中国灯影”(Ombres Chinoises)，经过改造后用他们自己的服装设备，语
言习惯，始成为法国的皮影戏，在巴黎附近的凡尔赛开设小戏园，试演皮影戏，颇受法国观众的欢迎
。
    “皮影”是对皮影戏和皮影戏人物，包括场面道具景物等制品的通用称谓。
中国皮影艺术，是一种集民间绘画、雕刻与戏曲故事、唱腔、音乐、表演等巧妙结合而成为一体的独
特艺术品种。
皮影戏是让观众通过白色幕布，观看一种由民间艺人操纵的平面偶人表演的、通过灯光投影来获得艺
术效果的戏剧、美术综合艺术形式。
中国皮影戏所用的幕布灯影演出原理以及皮影戏的表演艺术手段，对近代电影技术的发明和现代美术
电影(动画片)的发展也都起过先导作用。
    虽然没有史料记载电影的发明是否曾直接受到中国皮影戏的影响，但在国人认识“电影”之前，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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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欣赏皮影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19世纪末电影刚刚发明不久，便被引进中国，被当时国人称之为“影戏”。
观看“影戏”成为当时中国各大城市的市民和时髦艺术家的时尚话题。
此时，“徽班”晋京正好一百周年，京剧成为中国本土如日中天的主流艺术。
与此同时，新出现的照相馆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各地。
据载19世纪末仅“上海租界方寸之地，比肩林立着几十家中外照相馆”。
    20世纪初在西方电影刚刚诞生十年后，在国人的观影经验还十分有限之际，承载了几千年的文明积
淀和与生俱来的艺术创造力，促使中国人急不可待地想玩一把这西洋的新玩意儿。
西洋“影戏”最先在中国最时髦的城市，素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流行，各大剧院一边演出中国
京剧，一边放映西洋“影戏”。
而中国人自己拍电影，却是从昔日的皇都——北京开始的。
    中国第一部电影是为京剧《定军山》拍的纪录片。
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记载1905年的秋天(另据程步高的回忆录《影坛忆旧》说是
在1908年)，在北京琉璃厂丰泰照相馆中院空地，搭露天棚，棚内置舞台布景，利用日光，由该馆照相
技师刘仲伦为著名京剧老生谭鑫培拍摄了《定军山》的武功戏“请缨”、“舞刀”、“交锋”等片段
。
“这一年，正是谭鑫培的六十诞辰，这在谭鑫培的艺术生活中，也是值得纪念的。
”    另一说法是：“在丰泰照相馆院内的空场上进行的，为的是利用日光拍摄。
在照相馆的两根廊柱间挂上块布幔，演员就在布幔前表演，摄影机固定在中景的位置(相当于舞台下观
众观看的最佳位置)，拍摄工作共进行了三天，拍摄了三本胶片。
”    当时的拍摄虽然简陋，但在选题材、定演员、搭布景、定机位等拍摄电影的态度上还是相当严肃
认真的。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人第一次拍电影，没有把它当什么“玩意儿”来玩耍，他们拍的既不是奇光
异景，也不是滑稽把戏，而是很严肃地把电影当作艺术来对待，首先选择拍摄的就是“国粹”京剧。
一方面，它记录了京剧艺术的演出形式。
另一方面，庆祝、纪念了京剧大师的艺术生活。
可以说谭鑫培就是中国电影演员的鼻祖。
那么，他带的髯口、穿的靠衣、拿的马鞭和刀、脚踏的地毯，则是中国电影美术中化装、服装、道具
的始祖了。
    由此可见，电影的造型元素——摄影、人物(演员)、布景、服装、化装、道具等都一应俱全了。
《定军山》虽然是舞台演出的艺术纪录片。
但它毕竟预示着一个新的艺术形式在古老中国的诞生。
中国最初的拍片尝试始于“戏曲片”——实际上是对戏曲艺术的记录，但这本身已极富象征意义和历
史意义。
它表明中国电影一诞生就与本民族的传统艺术结合起来。
从此，中国电影在吸收外来文化和技术的基础上凭借国人的智慧，开始了对新艺术的不断探索与创业
。
从1905年开始，一百年来中国电影就这样在经历了从纪录短片到故事片，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从
黑白片到彩色片等诸种技术与艺术的演变，电影美术也从“布景”、“装景”、“美工”等局部技术
手段发展为电影空间造型，成为电影视觉造型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P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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