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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是中华民族摆脱积弱和屈辱，走向伟大复兴的转折期，是付出民族抗战和社会动乱的巨大
代价而走向繁荣、民主的社会进步期。
这样重大的历史进程，必然引发社会文化思潮的激烈论争，围绕着启蒙和救亡、革命和战争、和平和
发展，各派学说盛衰纷呈。
除旧更新的历史冲动，中西文化的交融汇合，体现在几代学人的思想传承中。
学术发展和社会改革、制度建设、民众呼声紧密相联，构成了中国电影文化思潮的时代特色。
　　中国电影文化思潮是这一历史潮流的一个分支。
　　作为20世纪新兴媒介的电影，从它传入的那一天起，就和中国社会的演变及民族政治的进程紧相
关联。
因此，中国电影的思潮论辩、电影批评建构、电影理论模式，就和别的国家明显不同。
寻踪中国电影的百年足迹，既可见儒家文化传统的明显印记，更可显示现实政治的深刻烙印。
电影和政治互为表里又荣辱与共的命运，恐怕是20世纪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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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第一章 20年代的“载道”与“娱乐”之争一、历史背景(一)欧美影片占据大量国内电影市场(二)
国产影片勉力前行(三)电影批评起步二、电影理论论辩概况(一)电影应“有功于世道人心”(二)电影的
娱乐性三、简要评价第二章 30年代围绕中国电影“硬性”和“软性”的论争一、社会文化背景(一)马
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传入．(二)中共“电影小组”的成立和活动(三)电影创作的景象二、论辩的概况(
一)电影的内容(二)电影的倾向性．(三)电影批评的标准三、论争的影响第三章 40年代围绕国产影片前
途的论争一、时代背景二、问题提出的缘由三、双方(或多方)辩论(一)是否限制外国影片进口如何大
力发展国产影片(二)是否改变电影政策以促进电影发展(三)如何建立中国电影风格以拓宽电影出路四
、论辩的影响第四章 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论争一、论争的时代背景(一)电影观念和功能发生变化(
二)行政化的电影管理体制(三)中国电影外来参照系的改变(四)中国电影艺术家们电影观念的转变二、
对《武训传》的批判(一)批判的缘起(二)批判的概况(三)《武训历史调查记》出笼⋯⋯第五章 50年代围
绕电影方向的讨论第六章 50年代末、60年代初围绕电影特性的论争和理论建设第七章 “文革”中关于
电影的几个批判第八章 80年代关于电影观念的讨论第九章 1981年至1985年关于电影的文学价值的辩论
第十章 围绕电影理论的发展与演进问题之争第十一章 关于电影娱乐性的论争第十二章 关于“谢晋电
影模式应该结束”的论争第十三章 关于第五代电影的评价问题的论争第十四章 关于后现代主义理论
及中国电影现状的论争第十五章 关于主旋律电影的论争第十六章 关于中国电影改革问题的讨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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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二）论争促使中国电影向多元化道路迈进谢晋先后导演了二十多部影片，其中《红色娘子
军》《舞台姐妹》《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等八部影片，在国内外十六次获奖，其中两次获“金鸡
奖”，五次获“百花奖”，他本人三次荣获最佳导演的光荣称号。
对于谢晋在新时期所创作的影片的评价，始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激烈的冲突。
对于谢晋电影的批评，最典型的是来自两极：一极是政治上的保守势力，另一极是文化上的先锋派。
前者对谢晋电影始终是跟踪追击的，其中心论点就是指责谢晋电影“暴露社会黑暗”。
这是一种典型的以维护现实为名义的反现实。
后者就其精神实质而言，恰恰是属于一种以超越现实为指归的不满现实。
但它有着对谢晋电影作具体分析的极端。
对于一个事物要作正确的评价，分析和批判就必须是同步的，没有分析的基础，批判就属于隔靴骚痒
。
马军骧在《谢晋电影的叙事结构和文化构型》中说：“谢晋继承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
念，即美服从于善。
美只有体现善、高扬善的光辉、被善所利用支持时，这种美才有价值。
伦理喻示——这是绝大多数中国电影工作者创作思想的基石。
这种伦理结构是结构的结构——处于最深层的能动结构。
其它美学原则和表现方法都从中生发开去。
”应雄在《古典写作的璀璨黄昏》中说：“仔细分析他的作品，我认为可以把他所意指的人道主义更
准确地称为‘家道主义’。
他贯注于影片里的人道主义始于‘家道’，终于‘家道’，它基本上就是‘家道’。
他的写作，基本上就是一种‘家道主义’的价值学写作，并且这种写作‘成’亦‘家道’，‘败’亦
‘家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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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论辩》：“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社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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