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华语电影>>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华语电影>>

13位ISBN编号：9787301208298

10位ISBN编号：7301208294

出版时间：2012-7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陈旭光 编

页数：385

字数：338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华语电影>>

内容概要

21世纪初以来，华语电影作为一种跨区域、跨资本、跨文化的独特文化景观，日益在全球电影文化生
态中占有重要地位。
《华语电影(新媒介新美学新思维)》来自国内外重要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众多知名专家学者、著名
导演和资深产业从业者，深入探讨世界华语电影与新媒介、新科技、新市场的互动关系，为开拓华语
电影的持续有效发展道路、开辟中国电影的新方向带来崭新的启示和思考。
本书由陈旭光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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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旭光，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影视系主任及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高教
影视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著有《诗学：理论与批评》《艺术的意蕴》《电影艺术讲稿》《影像当代中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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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华语电影的类型创作与叙事策略 ——内地电影，宿命观的电影大潮流与现实的叙
事 大家好！
我来自深圳大学，教世界文学和民俗学的。
我不是电影专家，我是拍纪录片的，我的纪录片刚刚在香港获奖，并且获得了电影节明年的邀请，拍
了六年，剪辑两年。
对电影我没有太高深的更好的建议，因为我是学诗的，写小说的，自己也写剧本，所以从叙事的角度
谈一下我的见解。
电影在生活当中是消遣和娱乐的影像艺术手段，看电影是想从消遣和娱乐当中获得一些乐趣。
电影人从讽刺现实到揭示生活，观众从享受电影艺术到排斥电影叙事，解决这些矛盾，不是某一方妥
协，就能够握手言和的。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精神特质，这个时代的精神特质，恰逢泛滥的信息冲击，使人们没有了主张和
观点，精神是盲目的，也是晦涩的。
 因此，当下的电影遇到了两种命运，一种是宿命带来的市场的认同，一种是成为宿命的结束。
毕竟带着宿命观去拍电影的人，结果必须是接受，不管是批评还是什么，一定要接受。
身价放低不一定就能让观众痴迷。
内地电影在很长一段时间，包括现在，主要是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中轴的领军人物，也曾经是让国人
骄傲激动的导演。
近十多年来，很多作品基本上成为取悦观众，是宿命观带来的东西。
张艺谋的《红高粱》、《活着》丢弃原则、精神的作品，是我非常不喜欢的，陈凯歌从坚守高贵的《
黄土地》，到闹剧色彩的《无极》和《风月》，这是电影与上帝说不清的暖昧的关系，最终用娱乐讨
好观众，因为并没有得到我们的认可。
 我们其实是代表大多数的，因为我们首先排除以评论家的眼光去看待他们的作品。
第二，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观众，对他们有所期待。
相对他们，我觉得冯小刚电影，名正言顺的属于当下商业电影当中比较成功的电影人，一切以当下所
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社会现象和热议的话题作为创作题材，风格统一，票房领先。
但是我觉得，尤其拍《非诚勿扰2》的时候，没有一点可笑，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完全是用葛优特有
的腔调去逗着你去笑的感觉，没有一点文学的价值观在里面。
贾樟柯前面的电影是耐我寻思的，安静的叙事。
近年的作品有讨好商业利益的痕迹，但能看出导演极其想保留自己的主张，巧妙地掩饰与市场的暧昧
。
 看电影的人永远是那么多，但是人们的需求发生了变化，电影也在叙事中丧失了真诚度。
电影不能听天由命，我们或者高贵，或者特立独行。
这些与技术无关，是生活态度当中最为珍贵的两样东西使然，一个是智慧，一个是道德。
 我始终在问，凭什么花八九十块钱看电影，出来就觉得被骗了。
无论大家如何讨论这个时代的观众没有理想，缺乏情怀，需要娱乐，但是还是电影人放低了身价，为
了保全投资。
从上午一直到现在的发言，我觉得，不光是导演参与，因为之前很多都是导演，还有一些批评界的学
者们。
导演考虑的就是我怎样给投资人有所回报，这部戏亏了，下一次不太容易找到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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