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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浙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素称“文物之邦”，从史前文化到古
代文明，从近代变革到当代发展，都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众多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勤劳智慧的浙江人民历经千百年的传承与创新，在保留自身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外来文化的
精华，形成了具有鲜明浙江特色、深厚历史底蕴、丰富思想内涵的地域文化，这是浙江人民共同创造
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结晶，是中华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如何更好地使这一文化瑰宝为我们所用、为时代服务，既是历史传承给我们的一项艰巨任务，也是时
代赋予我们的一项神圣使命。
深入挖掘、整理、探究，不断丰富、发展、创新浙江地域文化，对于进一步充实浙江文化的内涵和拓
展浙江文化的外延，进一步增强浙江文化的创新能力、整体实力、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发挥文化在促
进浙江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浙江省委始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早在1999年，浙江省委就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2000年，制定了《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
；2005年，作出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经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浙江文化大省建设
取得了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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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新时期的浙江电影（197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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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梁祝痛史》之所以能引起强烈反响，尤其深受南洋华侨的欢迎，是因为影片借远离现实的古代
民间故事，来取悦现代的观众，并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电影娱乐性有机结合起来，这正迎合了一些观众
的文化口味。
“那时中国新文坛上正在提倡民间文学，邵先生也以为民间文学是中国真正的平民文艺，那些记载在
史册上的大文章，都是御用学者对当时朝廷的歌功颂德之词。
真正能代表平民说话，能呐喊出平民心底里的血与泪来的，唯一只有这些生长在民间、流传在民间的
通俗故事。
”①《梁祝痛史》的成功，使邵氏兄弟拍摄古装片的热情一发而不可收，接二连三地将古典文学或民
间故事纷纷搬上银幕，如《义妖白蛇传》（上下集）、《珍珠塔》（上下集）、《孟姜女》、《孙行
者大战金钱豹》、《唐伯虎点秋香》（上下集）等。
由于影片所表现的都是市民耳熟能详的故事，当观众在银幕上看到心仪已久的人物时，其兴奋之情可
想而知，因而“天一”的这些影片“部部轰动，每一片都成为一个热点，主演天一公司当时绝大部分
影片的影星胡蝶的大名红透影坛，红星红片，相得益彰，流行一时。
”②尤其是那些早年就到南洋创业的华侨，看到这些古装片更是兴奋之极，备感亲切。
　　看到古装片深受南洋观众的欢迎，邵氏兄弟决走干脆把业务扩大到海外。
1927年，“天一”与南洋片商合作开设青年影片公司，天一影片公司也更名为“天一青年影片公司”
，直到1928年与青年影片公司拆伙后才再度恢复旧名。
在共同合作期间，“天一”拍摄了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刘关张大破黄巾》、《西游记女儿国》、《
铁扇公主》，《明太祖朱洪武》等多部古装片。
在此合作期间，邵醉翁还以元元公司、天生公司的名义，独资拍摄了《宏碧缘》（1-4集）、《西游记
十殿阎王》、《狸猫换太子》（上下集），以及根据小说《七侠五义》改编的《五鼠闹东京》等一些
古装片。
　　天一公司古装片的大红大紫，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其他公司纷纷跟风而上。
一时间，中国影坛掀起了拍摄古装片的狂潮，各家公司几乎把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及许多著名的文学作
品、民间传说故事拍了个遍，使这些长期流传在民间的传统故事与人物，统统在银幕上与观众“见了
面”。
古装片蔚然成风，从而形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商业电影大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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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浙江电影史》是第一本系统讲述浙江省电影发展历史的书籍。
主编竹潜民教授说：“1908年，浙江省首次播放电影；1958年，浙江电影制片厂制作了省内第一步故
事片《人小志大》。
中国电影史上，浙江电影家占了1/3，而宁波，占了浙江省的1/2。
”竹教授认为，宁波电影家在全省电影发展史上起到了重大作用，像最早的浙江籍电影导演张石川是
北仑人，享誉世界的香港影视界大亨邵逸夫是宁波人、《马路天使》的导演袁牧之也是宁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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