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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第一部中国电影的文献资料选编，所选资料始于1949年止于1979年。
众所周知，这三十年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鼎盛时期，电影被视为最重要的宣传工具。
因此，要研究这三十年电影的基本性质、发展变化及其与新时期电影的关系，就不能只限于电影本身
。
鉴此，本书所选的资料除了电影之外，还包括与之密切相关的政治、文艺等领域。
　　本书选选资料，以电影界政治运动、文艺/电影政策、电影题材料规划、电影工作者在政治运动中
的表现等方面为重点；在种类上以故事片为主，包括1958年以后兴趣的纪录性艺术片或性纪录片。
　　为表时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本书收入1979年以后发表的、与某些正文相关的资料，将其以附录
的形式列到这些正文之后，以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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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是表现人物。
一定的阶级人物代表着一定的阶级社会形态，我们国营厂的作品，既然是表现新国家中的轰轰烈烈的
事件，因此其中人物，不但要能够表现他们高度的思想性、高尚的民族品格，而且在形象上要选择健
美的、活泼愉快的，过去在一般文艺创作里更多的注意到表现吃苦耐劳方面，所以出现人物的形象多
属愁眉苦脸、黄皮瘦弱。
我们描写旧统治之下的情形确实是这样，但今天不同了，因为落后的事实已经逐渐成为过去，新的、
美的、有生气的人物已经大批涌现于我们面前了，我们应该肯定这些人物是我们电影要表现的人物。
我们的编剧、导演、演员们应当加紧去理解这些人物的思想感情，并能深刻地表现出才好。
　　4.编导合作问题电影这个集体艺术它本身就包含着一个合作问题——思想的、艺术的、技术的。
在摄制期内还包含着组织的、作风的、领导与被领导等的合作问题。
这许多问题中间，编导的合作是第一关的合作，并比其他的导演与演员、导演与组员以及其他工作部
门的合作还要困难，而且电影的编导合作关系比起话剧的编导合作关系究竟要复杂得多。
　　编导的合作关系问题，有人看作纯粹的一个人事问题，这是不对的，作为一个人事问题去处理是
不能打开疙疸的，编导合作之好处，基本出发点是求得对一个作品的内容思想有统一认识并要求提到
同一水平上。
所以里面包含的有艺术思想、阶级观点、政治认识、生活素养、趣味不同等等的争论。
争出结果，就是认识已获一致，矛盾由此基本上消灭，最后就相互谅解了。
争不出结果，就是两人思想未获一致。
　　以往我们看到，一个编剧他在写作时间既有半年之久，所以，他对于所描写该事件或人物的了解
与爱好因而有了深切的基础；导演偶然接过剧本之后立刻欲表现全剧的事物和掌握作者的意图就感觉
十分生疏。
因此我们建立了一种制度，就是在摄制前，导演参加编剧写文学剧本的过程，于此时期内导演可以尽
量提出自己的理想，同时也尽量理解编剧者的意图，余下时间导演又能根据剧情的需要开始研究问题
，体验生活。
这种制度已能减少编导合作上之若干困难，不过这不等于问题之完全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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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第一部中国电影的文献资料选编，所选资料始于1949年，止于1979年。
    本书按照时间顺序分成三卷。
第一卷：自1949年至1955年；第二卷：自1956年至1965年；第三卷：包括两个时间段，一是“文革”十
年(：1966—1976年)，二是“文革”结束后的三年(1977一：1979年)。
之所以将“文革”后三年的有关资料收入，是因为这三年是新旧交替的时期，其间制订的有关文件或
发表的有关文章与“文革”十年电影和“文革”前十七年的电影关系密切，对研究建国后二十七年的
电影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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