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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
从20世纪开始，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类的一切行为都与科技息息相关。
事实上，技术不仅塑造了我们现在的物质生活，也塑造着我们的精神生活。
从文化艺术的发展史来看，技术对文化与艺术的影响和介入显而易见。
从人类脱离了茹毛饮血，逐步迈向文明之后，几乎每一种新的文化艺术形式的问世都是技术催生的结
果。
印刷技术的发明成就了文学，电与摄影技术的发明促成了电影的诞生。
就电影本身而言，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窄银幕到宽银幕，从单声道到立体声，一直发展
到当下的数字电影、3D电影，技术的演进给电影风格、样式与类型的变化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阿凡达》在世界与中国内地所掀起的票房飓风，使人们对于技术的威力震惊不已。
相比电影创作而言，电影理论、评论受科学技术的影响似乎没有那样显著，而事实则并非如此。
比如，数字技术的诞生，直接影响到对电影本体的认识，连电影的定义都要重新改写。
而随之而来的全球化的信息网络的构建，及与此同时产生的网络文化，对电影评论的影响更不容小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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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目光集中于当前中国的网络影评，对其发展现状进行一番扫描，较全面地总结和归纳网络影评
的各种发布渠道和主要阵地，并结合调研数据，揭示受众对网络影评的接受程度和使用情况，探索网
络影评与传统影评的共存状态。
在与传统影评的比较中，研究网络影评独有的特征和优势，及其对影评发展所起到的正面作用。
通过对美国等电影大国网络影评状态的介绍和分析，提供新的、宽阔的认识和研究视角。
从影评学、传播学、文化心理学等角度深入分析当前网络影评存在的诸多问题及其产生原因。
在此基础上探索网络影评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并对它的走向做出客观的预估。
本书是目前国内第一部研究中国网络影评的专著，可作为电影文化研究者、传媒专业大学生和青年读
者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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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建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先后出版《高等教育改革与人的全面发展》、《区域创新体系探索的理论与实践》、《影视艺术鉴赏
》、《中国电影批评2000-2006》等7本著作，在《求是》、《中国高等教育》、《Joumalof Popular
Culture》等报刊发表各类文章130余篇。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网络影评的生存状态及其走向研究>>

书籍目录

序章  柏青第一章  我国网络影评发展生态描述  第一节  网络影评的兴起与发展  第二节  网络影评的多
种发布渠道  第三节  网络影评的受众及其使用情况调查第二章  网络影评的特征和优势  第一节  网络影
评的特征  第二节  网络影评的优势  第三节  网络影评与传统影评的渗透交织第三章  网络影评对中国影
评发展的效应和作用  第一节  扩展言论平台推动大众影评的发展  第二节  开拓影评思维促进影评形式
和理论的创新  第三节  凝聚人气为影评事业发展聚集后备力量  第四节  还原“本质”  繁荣和重塑电影
文化第四章  网络影评存在问题之透析  第一节  主体之困惑  第二节  客体之制约第五章  网络影评未来
发展的若干期待  第一节  关注扶持一批新人  第二节  内容形式双向突进  第三节  吸引“草根”走向大
众第六章  境外网络影评态势扫描  第一节  港台地区的网络影评  第二节  美国的网络影评  第三节  英国
的网络影评附录一  周黎明采访实录附录二  卫西谛采访实录附录三  国内名家博客及博文选介附录四  
网络影评网站选登附录五  网络影评受众调查问卷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网络影评的生存状态及其走向研究>>

章节摘录

插图：总而言之，网络影评开放性的特征，极大地拓展了影评的发布群体和影评的接受群体，并且给
予了双方最为自由的言论空间。
所有这一切，都是传统的影评望其项背、无法企及的。
（二）互动性网络媒体的又一特性是互动性，这也是传统媒体所欠缺而网络媒体最具生命力的显著特
征。
这种互动性存在于网络媒介本身，不像平面媒介或广播电视媒介需要依靠信件、电话等辅助手段。
并且这种互动不是周期较长的互动，而是即时性的互动。
社区论坛、博客、评论（或称留言）是体现网络影评传播互动性特征的最好形式。
众所周知，影评是创作者的主观精神与客观评论对象之间的统一。
不同的评论者总是以自己的主观精神把握作品中错综复杂的不同侧面，出色的影评在阐释电影作品的
同时也在进行着审美创造，评论家要运用自己的理解和体验对作品进行美学再发现，对审美创造再度
进行审美创造。
影评作为一项艺术活动，不能不受到评论者自身对社会生活、对艺术作品的主观认识的影响，他一方
面要客观地理解作品，另一方面也不能不以其主观精神去感受作品。
在传统传媒中，传播者与大众的连通性不强。
从影评人和读者双方的传播角色看，双方地位和职能泾渭分明，这往往导致影评人批评的侧重面和观
点与大众欣赏口味的脱节。
因为写不写、写什么是一回事，看不看、怎么看是另一回事。
虽然有少量的电影杂志提供专栏作为影评人和读者沟通的桥梁（如《看电影》每期占一页版面的“挺
进报专栏”），但这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单一”的从传播到接受的走向，况且这种反馈次数和规模有
限且不一定时时畅通，中阻的环节和现象比比皆是，并随时可能发生。
而网络的互动性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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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说实话，自2008年暑假完成《影视动画艺术鉴赏》一书的写作后，我暗自下过决心，今后再也不涉足
电影方面的著作了。
因为为了撰写《鉴赏》这本书，我将近一年的业余时间几乎全部扑在了资料的整理、章节的设计和文
本的写作上。
对我这样年逾半百，日常以管理工作为主、且整日忙碌的人来说，个中的甘苦大概真的只有自己才能
深切地感知。
本书的缘起要从2006年初开始说起。
当时，看到电影论坛和电影博客在网络快速兴起，我让我的研究生吉莉在大学生中做了一次关于电影
论坛和影评博客的专题调研。
调研的收获是丰盛的，大学生们对于这种新的电影评论形式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借助这些一手材料，我和吉莉一起完成了《网络影评态势扫描》一文，发表在《电影艺术》2006年第6
期上。
这是国内较早的一篇研究网络影评的专文，其中的一些论述常被后来的研究者引用。
转眼到了2009年的秋天，新入学的几位研究生在和我的交流中谈到，他们读过我的那篇《网络影评态
势扫描》，对网络影评都很有兴趣且已多有涉足。
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也重新触发了我研究网络影评的兴致。
之后的半年多时间，就又有了我每天挑灯夜战的“覆辙”。
正应了一句老话：积习难改，禀性难移啊；或者说是，苦中作乐吧！
我要感谢我的研究生梁钦同学，她不仅和我一起商讨全书大纲，还发动她的同学一起找材料、发问卷
、撰写部分初稿、选配各种图片，并积极联络得到各方的理解和支持。
先后参加工作的同学有赵菲、徐蕾、余滔、杜方舒、李敬水、陈晨。
远在美国的李白璐同学也通过E-mile，提出了很好的系列建议。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网络影评的生存状态及其走向研究>>

编辑推荐

《网络影评的生存状态及其走向研究》：当传统的电影批评仍坚守在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体的不良生
态下艰难喘息时，网络影评却在虚拟世界中悄悄开辟了一片无限宽广的天地。
短短几年之内，各类电影论坛和影评博客悄然兴起，迅速发展，汇聚人气。
《网络影评的生存状态及其走向研究》是目前国内第一部研究中国网络影评的专著，可作为电影文化
研究者、传媒专业大学生和青年读者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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