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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应该说这是一本自选集，收录了笔者电影研读的部分文稿。
那些带有时间印迹的表述，见证了一个八零年代过来人认识影像的学习过程；透过字里行间映示“过
去”的当时说法，读者可以感受光影言说和言说光影在中国的演变。
依从文体形式结构，本书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电影历史的梳理，主要偏重对中国电影创作文化价值的论述，作为参照，其中的一
篇描述苏联电影的发展过程。
　　第二部分是对电影理论脉络的介绍及代表性文论的翻译，这些篇章所涉及的方法既有早期的本体
探索也有后来的文化研究。
　　第三部分是对影视现象的评述，混杂地囊括作品文本和作者文本，中国现象与外国现象。
　　结集出版这些文稿，是以往的清理，也是阶段性的了断，笔者希望个人对影像意义的领悟进入新
的境界。
　　新世纪伊始，宏大叙事似乎开始退潮，电影研究或许可以就此沉思，探寻能够重新激发灵感的学
术问题。
　　感谢王志敏老师的催促，否则我总在拖延着编撰。
　　感谢霍彤彤、王志钦、孙建业同学的辛劳，为文稿截取了相关图片。
　　感谢金月皎女士的穿针引线，感谢午新生先生的编辑，在北京和江苏之间完成了书稿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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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多年来在电影学方面研究探索的结晶，是作者学术论文的汇编。
本书试图探讨电影内外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对电影历史的梳理、对电影理论脉络
的介绍及代表性文章的翻译、对电影现象的评述。
同时。
本书从电影创制的繁复因素，诸如电影作者、电影作品、电影修辞、电影产业等为研究者提供了广阔
的研究空间，也是对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理论上的名元呈现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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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远婴，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电影学系主任、电影研究所所长、《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主编。
主要学术成果：《外国电影理论文选》（1995）、《她们的声音》（1996）、《华语电影十导演》
（2000）、《九十年代的第五代》（2000）、《WTO与中国电影》（2002）、《电影作者与文化再现
》（2005）、《中国电影文化史》（200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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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电影作者与文化再现　　20世纪中国特殊的社会运动史造成了电影创作和导演队伍非个人而群体
的发展规则，其中制作体制的变化、语言方式的转换、表述主体的更迭都以文化格局的总体变动和创
作人员的批量出现为首要前提。
研究者循之评说，继而约定俗成了颇具本土色彩和行业特点的代际学说。
中国电影的独特过程表明，20世纪中国导演的代际谱系既是按自然生理年龄所组合的文化群体，也是
社会时空所建构的精神集团，每一代际的导演都遭遇了自己独特的历史困境，而一份共同的生命体验
使他们拥有了相近的情感方式和表达方式。
　　中国电影导演的代际划分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对第五代电影的鉴定，到目前关于六代导演的提法
在电影的研究语汇中已经固定。
中国电影导演的代际划分大抵如此：建立了本土电影雏形的郑正秋、张石川等为第一代；创造了三四
十年代社会写实风格的蔡楚生、孙瑜等为第二代；1949年后致力于社会主义话语表达的水华、谢晋等
为第三代；1979年后追求影像语言电影化的谢飞、吴贻弓等为第四代；八五年后塑造了老中国寓言的
陈凯歌、张艺谋等为第五代；90年代后开始刻画新城市青年的张元、路学长、王小帅等为第六代。
在纷繁的世纪变化之中，他们将个人的历史抱负和文化想象投射在自己塑造的电影形象之上，而不同
的成长背景和心理结构，使他们对电影创作又有着不同的态度和路径。
可以说，在电影形象的建构中清晰地记录着几代人的思想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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