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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做史论研究要比做理论研究枯燥得多，因为既要顾及史实的精准，还要有创新才能出成果，远不如理
论研究的浩荡包容与自由驰骋。
基础的电影史论研究需要的是积累，太“聪明”的人做不了这种工作，所以大学里多激情四溢的理论
专家而少枯坐教研室的历史研究者。
在我看来，袁老师对电影和文字怀有一种近乎迂腐的敬畏情怀，每日看片，查资料，酝酿主题，和我
们这些新来的研究生谈话的时候也要絮絮叨叨自己的新发现，甚至对自己文章中个别语句的运用都要
反复折腾。
现在这个年代做人做事流行的是速成大法，在闪避腾挪中直奔终点，像袁老师这样数十年如一日正面
攻坚死活不后退的学者有些不合时宜了，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观点和看法才显得力道十足。
袁老师早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出身，采用的是一种个案考量的方式，重视史实和规矩，遵循有一分证
据说一分话的“古训”，他在的博士论文《郁达夫早年生活经历及其个性心理研究·后记》中所表白
的艰辛、真诚与勤奋令我辈汗颜。
但从我这样一个80后的人来讲，袁老师写的书太“土”了：现在是一个知识爆炸的年代，各种现代文
艺理论、后现代思维横行无忌，西方理论专家和学术翻译家联手批发贩卖各种新鲜热辣的西方理论到
中国。
我们的观念是如此开阔，反观之下，袁老师的郁达夫研究显得黯淡无光，朴实无华，默默无闻，没有
什么新思维，新技术，有的只是一种“愚笨”的耕耘以及年轻时候的血气方刚和古道热肠。
我将袁老师归为传统型的学者——勤奋、保守、敬畏真理、严肃而执着、没有调侃、哗众取宠和玩世
不恭，这是这个浮躁年代最欠缺的学术研究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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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中以个案形式观摩和读解的影片，除明星影片公司1932年出品的《啼笑因缘》（第一集），是依
据作者在课堂上观摩过的由中国电影资料馆（北京）馆藏胶片翻拍的录像带外，其余全部是作者个人
收集的VCD或DVD碟片，其中绝大多数是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行的“俏佳人”品牌系列（广州俏佳人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销）；少数影片如VCD版之《银汉双星》、《火山情血》、《新女性》、《神女
》，DVD版之《一剪梅》和《国风》，以及中国电影资料馆监制的VCD版之《小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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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旧市民电影读解之三　　10.从旧市民电影爱情主题向左翼电影政治主题的过渡——《野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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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挖掘和遮蔽——《母性之光》（1933年）：完全意义上的左翼电影样本读解之二　　18.民族主义
立场的激进表达和艺术感染力的超常发挥——《小玩意》（1933年）：完全意义上的左翼电影样本读
解之三　　19.现实政治的图解和稀缺信息的影像传达——《恶邻》（1933年）：跟风而起、顺势而作
的左翼电影　　20.左翼精神、市民电影“体格”与知识分子审美情趣的融合——《体育皇后》（1934
年）：变化中的左翼电影之一　　21.左翼精神强力贯穿下的制作模式硬化与知识分子视角的变更——
《大路》（1934年）：变化中的左翼电影之二　　22.左翼理念与旧市民电影结构性元素的新旧组合—
—《新女性》（1934年）：变化中的左翼电影之三　　23.向新市民电影靠拢：超阶级的人性观照和电
影新视听模式的构建——《渔光曲》（1934年）：变化中的左翼电影之四　　24.天赋“神”权，女“
性”无罪——《神女》（1934年）：无声片时代左翼电影的高峰与经典绝唱　　25.以旧市民电影为依
托、以左翼元素为卖点的有声大片——《女儿经》（1934年）：新市民电影样本读解之三　　26.批判
、否定、抗争、毁灭——《桃李劫》（1934年）：有声片时代经典左翼电影样本读解之一　　27.主流
政治话语对1930年代电影制作的介入及其艺术转达——《国风》（1935年）：中国电影历史中的“反
动”标本读解　　28.政治话语情结与传统伦理文化读解的双重错位——《天伦》（1935年）：中国电
影历史中“消极落后”的样本读解　　29.宣传性、思想性、艺术性及其基于市场性的叙事策略——《
风云儿女》（1935年）：有声片时代经典左翼电影的巅峰绝唱和文化遗产　　30.用庸俗面对市场，以
技术取代思想——《都市风光》（1935年）：新市民电影样本读解之四　　31.以“左翼”之名，行“
新市民”（电影）之实——《船家女》（1935年）：新市民电影读解之五　　32.左翼电影的转型、分
流与新市民电影的趁势崛起——《新旧上海》（1936年）：新市民电影读解之六　　33.新浪潮—
—1930年代中国电影的历史性闪存——《浪淘沙》（1936年）：电影现代性的高端版本和反主旋律的
批判立场　　34.国防电影的三个特征及其对左翼电影元素的继承——《狼山喋血记》（1936年）：国
防电影读解之一　　35.在国防电影运动和新市民电影潮流中存留的《孤城烈女》——“泣残红”
：1936年左翼电影的余波回转与部分基因的隔代传递　　36.左翼电影思想元素与表现模式在国防电影
中的成功转型——《壮志凌云》（1936年）：国防电影读解之二后记：“阳光灿烂的日子”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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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据说，公历1905年（清朝光绪三十一年）秋季，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始人，同时又是西药房、中
药铺、桌椅店、汽水厂和大观楼影戏园老板的任景丰（任庆泰），用一架法国制造的木壳手摇摄影机
，为当时著名的京剧演员谭鑫培拍摄了京剧《定军山》中的几段武打戏场面。
以往的中国电影研究界一般不仅将其视为本国人士在本土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同时也基本上将这一年
看作是中国电影历史的开端。
我个人一直对这类论述半信半疑（相关链接1：）——因为现在谁也没有看到那部影片；比较公允的
史料也只承认《定军山》不过拍摄了3个片段而已。
如果姑且承认这样的事实和论断，（而在此不做进一步的深入研讨），那么，从1905年秋～1937年7月
，现存的、公众可以看到的中国影片（包括残本），只有区区45部（个）；本书对中国电影文本的实
证性讨论，之所以从1922年开始，是因为现存最早的影片，就是那一年由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劳工
之爱情》（《掷果缘》）；实际上，出于篇幅平衡和对后一时期（1937年7月～1945年8月“抗战时期
”现存中国电影研究）后续研究的考量，本书展开讨论的文本对象，又局限于1922年～1936年年底（
以出品或公映时间为标准）的36部（个）影片。
按照我个人的观点、研究和划分，现存的、同时又是公众可以看到的这36部（个）影片，以时间为顺
序，大体上可以被归纳为如下几个类型或流派，即旧市民电影、左翼电影、新市民电影、主旋律（或
民族主义）电影、新浪潮电影和国防电影（运动）。
其中，左翼电影和国防电影（运动），无论作为概念还是现象，在以往的中国电影历史研究中多有界
定和论述，其余的类型或流派，乃至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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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99年，我曾作为校际交流教授（VisitingScholar），到美国弗吉尼亚州的TidewaterCommunity（3allege
（Tcc）讲授了3个月的“中国文学与电影”。
临行前在整理教案的时候我才发觉，我对电影尤其是中国电影的研究准备和相关工作，实际上起始
于1996年。
那一年，我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作家早年经历与心理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其主体部分即将由山东文艺
出版社出版，其他几篇同一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论文，也行将在几本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
事实上，我对电影研究的兴趣和写作还可以追溯到1990～1993年。
那时我在上海读研究生，几乎每周都去电影院看电影，也常常写些短文章投寄出去，但从未发表。
本书成稿之前，我也曾将部分篇章稍加改造格式，给过一些学术刊物，结果有一多半被高速退回。
退稿的理由和十几年前相似：人家要的是那种具备宏大叙事规模和套用高深理论体系的学究式论文，
而我这种从个案文本出发的实证性读解分析根本不受欢迎。
在TCC演讲中国电影的场面使我深感震惊，尤其在放映有关朝鲜战争的国产影片时，中美观众的情绪
都很激昂——各说各话。
这使我意识到，这里肯定有什么问题需要进一步面对、研究和解决。
回国后我即正式开始这方面的工作，最早成型的是“中国抗战电影个案研究（1932～2000年）”一书
，但至今找不到愿意出版的地方。
需要在此说明的是，这本“黑白胶片的文化时态”，所有的原稿，基本上是这四五年来在几个学院给
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的讲课纪录，但成稿的面貌与现场讨论有很大改动和出入。
首先是尽可能改口语为书面化表达，这个过程极其艰巨和痛苦。
如果读者觉察到哪里不通顺，或者半路踏空，那大多是由于类似程序的编码转换造成的后果。
其次是大加删节、增补和一再重写。
所有的原稿大多是两次以上的演讲结果，字数多在1万以上，二稿往往是先删削一半再增补，三稿时
原来剩下的一半又被改写，到定稿时，除了思路和大纲脉络还依稀可辨，整体上已经是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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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胶片的文化时态(1922-1936年中国早期电影现存文本读解)》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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