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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稿，是沈鲁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2006年初夏，他以这部书稿中的主要部分，在北京师范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位的论文答辩。
参加工作以后，他始终没有终止对于“电影品牌”、“电视品牌”的思考与研究。
应该说，他从博士阶段确立的从文化产业与艺术美学的多维视角关注中国的影视文化现象与个案的学
术路径，一直未曾中断，这几年倾注了不少心血。
现在，在书稿即将出版之际嘱我作序，我自然没有理由不予接受，同时也藉此谈点自己的想法，算是
对他人生中第一部专著的出版表示祝贺，也是对他当年求学于门下的师生情谊的一次追忆。
　　沈鲁入学以后，在各方面的严格要求下，除去认真完成专业课程之外，还广泛地涉猎了其他学科
，注重对于广博研究视角的培养，积极参加各项学术活动，收获颇丰，其素质与能力也有比较显著的
提高。
我对他的学位论文的评价是：“从建设现代文化创意产业的高度，针对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民族电影之
品牌建构，进行了系统研究，以品牌为核心，从市场、艺术、受众三个层面提出论断，探寻实现中国
电影产业振兴的途径，提出了具有启发性的理论观点与实践方略，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论文学术思维比较开阔，论题明确，论述简约，结构均衡，逻辑清晰，文风通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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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影品牌构建与传播：市场·艺术·受众》主要从市场、艺术、受众三方面提出一个以“电影
品牌”为核心的研究视角，考察当代中国电影艺术与产业的发展态势，旨在通过把当代中国电影放置
在一个复合多元的政治、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美学、传播学语境中进行深入分析，力图剖示当
代中国电影所面对的产业经营困境与美学更新困境，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以“品牌建设”为基础的
理论参照。
中国电影品牌研究的提出，是顺应全球化背景下电影产业研究趋向综合化的新思路，以电影品牌为核
心，系统研究中国电影的产业经济运作与民族化电影美学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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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鲁，1978年出生于江西省九江市。
南昌大学文学硕士（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十（电影学专业）。
现任南昌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舞蹈与表演系讲师，主要从事电影电视艺术传播、影视文化产业、艺术
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影视教育专业委员会会员，江西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
2004年出版《百年回眸：名导名片管窥》（江西教育出版社，参编）；2005年出版新世纪高等学校教
材影视艺术学科基础教程系列之《中国电视剧名篇读解教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参编）；2006
年出版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影视艺术学科基础教程系列之《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教程》（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较，参编）；2007年出版国家“十五规划”重点项目、国家艺术科学重点课题结题成果《中国
电视艺术发展报告蓝皮书》（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参编）。
已主持厅级科研课题1项；参与国家级、省级、厅级科研课题3项；在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
、专业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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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就规模而言，能够实现“统一品牌、统一排片、统一经营、统一管理”这四个“统一”的
院线才是真正有规模的院线。
作为宏观的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院线制，必须进一步打破目前的块状结构，形成数条全国性的院线，
这样才有可能让电影的首轮播放权和院线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并且真正改变地方、区域对电影机制的
限制，即使短期内无法快速扩大院线规模，也应该加速建设真正的跨地区院线以加速竞争，并且努力
率先建成全国性的院线，以便在竞争中占领先机。
　　（3）就竞争而言，要进一步规范竞争秩序，合理引导规划院线布局。
考察当前国内电影市场的现状，有三种院线格局是应该可以预期的。
首先是目前依然占据国内票房市场优势地位的，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引进大片以及国家重点投资拍
摄并强力宣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主旋律”影片；其次，是以张艺谋、冯小刚等导演所坚持的国产
主流商业电影路线制造的“国产大片”（包括与香港合拍的主流华语电影）以及引进的其他类型片；
最后，是那些比较小众的具有本土社会文化气息和民族美学特色的所谓“艺术电影”。
这样三个大体上划分的电影类别都占据着各自的目标市场，并以各自细分的市场特点促进国内院线格
局的进一步分化组合。
例如，“2004年6月18日，中影校园电影院线成立，它是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准，正式组建的全国首家专
门面向全国中小学校的发行放映院线。
不仅使院线数从35家增至36家，而且也形成了唯一一条市场细分覆盖的特色院线”①。
国内很多低成本制作的，具有鲜明的文化探究与美学实验意味的小众电影，尤其需要分众化传播的院
线体系为其提供细水长流的票房专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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