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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电影史研究专题》的续篇，从电影的发端开始，选取一些重要的电影现象、电影人、电
影作品，从电影史学史和史学范式的角度，进行了较为专门的观照和阐发，力图在此基础上重构中国
电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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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即便如此，1949年以前的中国电影，仍然企图通过各种途径，向好莱坞学习并寻求与好莱坞的
对话与合作，进而试图在中国境内建立另外一个“好莱坞”，最终实现中国的好莱坞梦想。
在向好莱坞学习并寻求与好莱坞对话与合作的过程中，中国的电影业界和批评界均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
早在明星影片公司成立之初，便一面托人往欧美实地考察，一面向美国聘请著名的电影摄影师，订购
美国最新式的电影机器。
如此，乃力图以中国影片“替代”外国影戏，并将中国电影“推销”到全世界。
1926年春，张长福、张巨川摹仿欧美体制，在上海创办中央影戏公司这一中国最早的影院联营机构。
中央影戏公司租赁西班牙籍影院商人雷玛斯经营的夏令配克、维多利亚（租赁后更名为新中央）、恩
派亚、卡德、万国五家电影院，除将夏令配克大戏院转租给爱普庐影院老板郝思倍外，其余四家以及
张巨川经营的中央大戏院，为下属影院，并规定由该公司放映的国产影片，首先在中央大戏院公映，
次及于另外四家，以一周为期。
后又与各制片公司规定新的拆账办法，即各制片公司摄制的影片在该公司所属影院放映，须先认定底
盘银，如售票额超过底盘银，由制片公司与戏院双方均分，不足则由制片公司自行垫出。
随后，明星、上海、神州、大中华百合、民新五家影片公司在上海发起创办了影片发行联营机构六合
影戏营业公司，后友联、华剧等公司相继加入。
按规定，所属各公司的影片均由六合影戏公司出面向国内外发行。
有关公司均派一名营业专员常驻办事处，并在天津、汉口、芜湖等地委派专员，经营发行业务。
六合影戏营业公司先后发行国产影片100余部，在好莱坞影片充斥中国电影市场的情况下，这家联营机
构的业务无疑是有利于国产影片的生存和发展的。
除此之外，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电影资本家罗明佑在华北、东北建立了电影院线；20世纪30年
代，天一影片公司的邵氏兄弟也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组建了南洋电影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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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不只在一篇文章、一本书和一次课上对程季华主编，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
史》说三道四。
只有程季华先生明白，胆敢如此唧唧歪歪的年轻人是那位当年论文答辩时险些被自己否掉的“白眼狼
”；只有李少白先生明白，专拿老板四十多年前的一桩买卖说事的那位弟子，目前干的还是那个勾当
；只有邢祖文先生明白，这位学生既要养家糊口，又要出人头地，活得实在不容易。
可邢祖文先生已经过世，中国电影再也找不到如此殉道一般的目光。
当我怀揣《中国电影发展史》和一大堆银色的梦幻投奔李少白先生门下的时候，已是1994年秋天。
凄凄惶惶、穷愁潦倒的年轻人被告知需要翻阅大量的电影文献。
那是一批20世纪20-40年代的中国电影刊物，躺在恭王府某个神秘的房间里发出幽幽的暗香。
十年后我才明白，见证着上一代电影学者心血与梦想的东西，正是那些迷蒙的光影和发黄的纸张；而
在中国，《中国电影发展史》迄今还是电影史写作的一个高度，并且一如既往地展现着电影作为学术
的重量。
作为一个中国电影史的研究者，现在的我已经很难想象，可以用上下两卷、近100万字的篇幅和数百张
图片来述说1949年之前的中国电影史。
曾经有一批珍贵的文字和更加珍贵的影片摆在上述三位史学大家的面前，他们懂得珍惜并完成了功德
无量的写作；可当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这些珍贵的文字和更加珍贵的影片已经永远消失。
这样，他们的写作变成同样珍贵的文献，成为后来者如我辈朝圣的经典。
现在的我做梦都在想着《孤儿救祖记》和《火烧红莲寺》在银幕上放映的样子，一定很特别，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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