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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纪回眸：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电影教育卷）》涉及了中国电影的编剧、导演、表演、摄影
、声音、美术、理论、文化、教育、技术、制片发行放映、音乐、动画等学科领域。
课题的研究将主要集中在中国电影技术、艺术、创作、理论、教育的最新理论及美学发展趋势等方面
，其中有些是我国电影学学科研究中的空白和相对比较薄弱的部分，这对于加强中国电影学的专业学
科建设、充实中国电影学科发展历史的学术理论专著和专业教材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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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序第一章 中国电影教育的起步第一节 电影产业发展催生着电影创作人员培养的需求一、20年代电
影产业的形成二、各类影戏学校的创办及课程设置三、昌明电影函授学校讲义所反映的电影观和教育
观四、“联华”、“明星”的艺员培养与左翼运动中的电影新人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官营电影产业与电
影教育的建立一、国民政府的“教育电影观”——新生活运动和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二、电影高等教育
的起步——为“教育电影”的“电影教育”三、大后方的电影教育——服务于抗战、服务于宣传四、
光复后国统区的高等电影教育——科学化、系统化与规模化五、各类演职人员教育培训机构——从孤
岛时期到光复后第三节 解放区的电影教育一、解放区的艺术教育与延安电影团的电影人才培训二、西
北电影工学队三、东北电影制片厂的电影人才培养和四期训练班第二章 新中国电影教育的起步第一节
电影事业的新格局为电影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新中国国营电影体制的建立和两支创作队伍
的会师二、全国性发行放映网络的建立与发行放映人才的培养三、新电影需要新的电影人才第二节 根
据创作队伍建设的需要开展电影教育事业一、表演艺术研究所——新中国电影教育的起步二、高等学
校院系调整与北京电影学校的建立三、学习苏联电影经验，提高创作队伍素质第三节 北京电影学院的
建立一、建立正规的高等电影教育的设想与实施二、在学习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建构高等专业人才培养
的框架三、第一批电影本科人才的培养第四节 曲折中成长一、扩张与收缩——“大跃进”中全面开花
的电影教育及其结局二、健全发展学科体系，探索创新教学格局三、尝试建立培养高等专业制作人才
的实践教育体系第三章 凤凰涅槊——重新崛起的北京电影学院第一节 电影教育的浩劫一、黑线专政
论指导下对新中国电影成就的全盘否定二、江青集团艺术教育体系中的电影教育第二节 从废墟上站起
来一、恢复北京电影学院建制二、重整队伍踏上征程三、重建教学体系满足社会人才急需四、用先进
的电影意识与观念领风气之先第三节 “第五代”的孕育——1978级本科的教学一、积蓄十年的一代新
生二、在电影观念的变革中学习电影三、扎实的基础教育与创新精神的培养并重四、在创作实践中学
习成长第四节 广泛学习借鉴，建构科学的现代电影教学体系一、发扬传统优势，争取新的发展二、教
学科研体系的发展完善三、教学改革的尝试：学分制、“二·四制”、创作日制四、教学层次的丰富
五、国际交往与留学生教育的开展六、适应影视新发展，拓展建立新专业第四章 新世纪北京电影学院
继续领跑中国电影教育第一节 提出“创建世界一流”的目标，引领中国电影教育前行一、迎接挑战，
跨世纪促使学院思考新的发展前景二、解放思想，形成“建设世界一流电影学院”的明确目标三、创
一流不断迈出坚实步伐四、创一流成为北京电影学院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工作标准第二节 把握规律
，突出特色，在电影教育中保持优势一、对学院办学做出科学定位，体现电影教育的先进理念二、质
量立校，特色兴校，教学体系建设取得显著进步三、以高水平的教学管理，保障高质量的教学水平四
、适应社会要求，调整专业设置和招生工作五、造就一流的师资队伍，保证电影教育的高水平六、毕
业生业绩骄人，社会影响不断扩大第三节 教书育人，培养全面发展的电影人才一、认真研究、充分讨
论，确立学院的教育思想观念二、坚持开展师德建设，教书育人蔚然成风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引领，开展有电影学院特色的学生思想教育第四节 放眼世界，培养国际化影视人才一、走向世界，
学习先进的理念和经验二、开展外国电影教学和研究，建立国际化电影观念三、进行国际合作，加大
培养国际化影视人才力度第五章 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影视教育第一节 专业院校的电影教育延至普通高
校的影视教育一、新世纪高校影视教育的新局面二、普通高校影视教育的起步三、普通高校影视教育
的特点第二节 作为增强素质修养的功能型影视教育一、作为文化素养教育延伸的辅助影视教育二、作
为部分艺术修养培育的欣赏影视教育三、作为社会生存技能培训的应用影视教育第三节 影视专业教育
从高校走向民营一、民营影视教育的发展二、民营影视教育面对的危机与挑战参考书目及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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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作为叙事电影的最初尝试，对于参与电影拍摄制作的所有从业者而言，除了获得电影语言方
面的探索外，还模糊地认识到自己与电影之间的感情。
郑正秋拍完本片后，重回文明戏的怀抱，而张石川对电影的热情从此一发不可收。
但是，摆在张石川面前的却是重重困难，无论是拍摄的技术因素，还是镜头语言的运用、剧本的创作
，还有演员的挑选与培养等等。
中国民族电影发展的初期，就是在各种不利于民族电影发展的环境中，锻炼和培养了如郑正秋、张石
川、洪深、夏衍等第一大批中国电影人，才会迎来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个黄金岁月。
郑正秋自幼随父母迁居上海，他力主旧戏改良，提倡新剧并自办剧社。
《难夫难妻》是郑正秋参与电影的开始。
他认为戏剧必须是改良社会、教化群众的工具。
他的这些观念也体现在《难夫难妻》的剧本创作中。
作为中国电影早期的拓荒者，郑正秋对电影语言的运用是凭着他在戏剧方面的经验，正因如此，他从
一开始就能建立有效的与观众沟通的方式，使得影片能为广大观众接受和喜欢。
当然，他与张石川的合作也成为推动早期中国电影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张石川是中国电影史上较早的电影实业家。
他辛苦创办、经营、维持明星影片公司，不仅是个成功制片厂老板，同时也是个兢兢业业的电影导演
。
无论是在电影产业化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尝试，还是在拍摄过程中的摸索，以及对于电影事业的热忱，
都值得尊重。
1920年，洪深从美国回来，以一个留洋高级知识分子的形象进入电影界，引起轩然大波。
他受聘于中国影片制造公司，并为公司草拟了“征求影戏剧本”的启示。
洪深认为“影戏为传播文明之利器”，“能使教育普及，提高国民程度”，“能表示国风，沟通国际
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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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纪回眸: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电影教育卷)》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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