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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近年来在国内媒体上所著文章、讲演及谈话的精选。
    全书视域兼跨中外，考察对象大小不一。
既有对电影市场、电影策略、创作现象的研究，也有对具体作品、个别导演、重要电影情节的分析。
    作者力求将貌视孤立的影像事件纳入文化运行的当下轨迹中，进行参考、对比。
在获得准确定位的同时，又对艰深的专业观念进行了释义。
    因而本书选篇了另一考量，则试图在理论价值与可读性之间，保持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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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葛颖，1991年至1994年工作于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创作二部。
1995年至今任教于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
专业研究欧洲与美国电影。
出版有专著《电影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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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河流的颜色  无“代”时代的理论困惑  大众电影的人生化思考  工业光魔的奔腾年化    ——对近年美国
电影的几点思考  “海派”精神的失落与重建  波动不安的电影未来    ——由学生影展看世界电影走向  
带果仁的巧克力    ——论“大众电影”的形态  语境·市场·创作    ——对国产电影现状的思考  从“
新浪潮”到“新巴洛克派”    ——当代法国电影的两朵奔葩  从背后看《孔雀》开屏  退化还是羽化    
——对“新生代”电影导演的一次盘点  韩国电影的“解决之道”    ——全球化语境中的东方叙事策略
大鱼的滋味  《暖》：有温度，欠力度     ——略论“艺术电影”与“大众电影”  用中国眼光看《冷山
》  世俗神话对经典神话的重构    ——从《伊利亚 特》到《特洛伊》  “中式快餐”呼唤匹配的消费心
态    ——《十里埋伏》带来的思考  《2046》是一朵“恶之花”  《中国式离婚》意味着什么    ——兼谈
近期电视剧创作的走向  危险的转型信号    ——由《天下无贼》看冯小刚的创作路线  勇往深海的生命
骑士    ——《深海长眠》评析  一腔《坏血》浓艳热烈  废墟上的花朵    ——《索菲·斯库勒：希望与
反抗》评析  炉火纯青的“生活流”技巧    ——《云上的日子》片断分析  游走在理智与荒诞之间    —
—《芳名卡门》片断分析岸边的对话  在争议声中飞舞的《紫蝴蝶》    ——兼为第六代导演把脉  我们
一定要圆“奥斯卡梦”吗？
  亟待“出生”“正名”的DV新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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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这几年在做电影研究的时候，时常听到两方面的声音都在讲：现在没有好电影。
这两方面，一个方面来自观众，很多观众都抱怨说现在的电影很差，差在什么地方呢？
比较集中的一个意见就是：现在的电影注重娱乐，没有严肃的思考，和几年前或者十多年前、二十多
年前的中国电影或者国外的电影相比缺乏教育意义，缺乏对于人生的启示作用。
在观众的指责声当中，其实创作人员他们也有苦恼。
他们也在说：现在的观众怎么了，现在的观众实在是太难把握了，他们的兴趣点到底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我辛辛苦苦努力制作出来的电影没有人要看。
搞创作的人苦恼的就是这个市场，他们无从去把握，觉得这个市场实在是瞬息万变。
因此他们就说：可能是观众的观赏水准还比较低。
两方面都是在相互地指责，都把目前没有好电影的原因推给了对方。
这个问题就使我想到：难道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真的是没有好电影了吗？
难道从历史上来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电影就是最糟糕的电影吗？
    这一点我思考了很长的时间。
我渐渐发现，其实答案并不在于相互责怪之中。
答案可能是整个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文化基调发生了改变。
文化基调的改变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也就是整个社会风貌的改变。
但是这个改变其实又是悄悄地在进行，有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无从去察觉这个改变。
我想举个例子：前两天有个报道说杭州有一个律师去看电影《英雄》，看完之后，就把《英雄》的制
片方和电影院同时告上了法庭，理由是什么？
理由是在《英雄》影片播放之前有很多贴片广告，这个广告并不是他需要的东西，因此他就认为是《
英雄》的制片方和那个电影院同时侵犯了他的权益，对他进行了一种强迫服务。
这件事之所以成为新闻，我想是因为那个律师体现出了一种超乎常人的敏感。
而它又反证出我们这些平常人，对电影前面放广告已经安之若素了。
这使我想起我小时候看电影，在电影播放之前不是放广告，而是放新闻纪录片，就是毛主席或者其他
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接见外宾。
那时电影放映之前都是放这样的东西，大约是在20世纪70年代或者更早的时候都是这样。
这就意味着文化基调改变了，即20世纪70年代与电影观赏捆绑在一起的文化时尚显然不同于21世纪。
70年代的文化风尚是政治，政治和电影捆绑在一起，观众觉得正常、很自然。
但是2l世纪的观众，他们认为正常的是广告和电影这个强势媒体捆绑在一起。
因此文化基调就从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精英型改变成了现在的大众消费型。
    文化进行了这么大的一个跨越，这个跨越可能在两个层面上进行：一个层面，就是政治改变成了经
济，即文化的主题更改掉了。
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做的、行动的纲领、日常谈论的话题都不再是政治的东西，而是经济的东西。
因此我们现在老百姓日常一般总是在谈论怎么样赚钱、怎么样理财、怎么样富裕、怎么样奔小康，这
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情。
另一个层面的改变，就是从精英型文化形态走向大众型的文化形态。
这个改变在于文化的代言人。
主宰文化的不再是少数人，文化运行的格局不再是掌握有发言权的喧闹的少数人面对沉默的大多数，
而改变成大多数都能发言，大多数人站起来、不再沉默了。
这个改变可能更大、更深刻。
其实国外在这方面，很早就提出了很多学说和观点。
近年来，我国的学者也开始关注所谓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
西方提出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就是所谓什么叫“现代”、什么叫“后现代”。
简单来讲，现代、后现代都属于现代范畴，都是一个大现代的概念。
那么现代和后现代的基础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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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同时站立在所谓公众精神的崛起这个层面上，也就是大多数人开始有发言权了，因此产生了大现
代概念。
那么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就是在大多数人有了他们的发言权之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仍然是作为二元对立在那里争斗。
现代更加倾向于精英，因此大家看到现代主义的艺术总是企图超越“庸俗”的大众，企图搞出它的新
意，所谓就是不落俗套、要标榜独一无二，这就是现代的趣味。
后现代就是更多地倾向于大众，比较认同大众的东西。
因此基本上我们可以确认，今天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生活水平达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开始使我们渐渐
进入到西方所认为的一个后现代的环境之中。
那么这个后现代的环境所制造的文化，它的特点是什么？
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地去认识它。
    大家知道一旦大众——大多数人，登堂人室了，成为了文化的缔造者，成为了文化的主人，那么这
个文化肯定不再是贵族的文化，肯定不再是少数人的文化。
艺术不再是一个可以搞极端的东西，不是一个投个别人所好的东西，而是应该走一条中间道路，为绝
大多数人所接受。
那么这个中间道路怎么走？
它是由市场所规范的。
市场认为绝大多数人喜欢什么，艺术就要去生产这样的东西。
因此大家可以感到，艺术在这么一个大环境下面，肯定是要进入到一个大工厂的生产模式里面。
所以艺术走向工业化，或者讲整个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走向工业化，就成为一种必然。
⋯⋯P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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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为“上海大学人思想文苑”系列之一，本书精选了作者近年来在国内媒体上所著文章、讲演及谈
话，有对电影市场、电影策略、创作现象的研究，也有对具体作品，如《暖》《中国式离婚》《2046
》等，个别导演如冯小刚等，还有对重要电影节的分析如奥斯卡等。
文章轻松、休闲、贴近百姓生活，将引领读者影视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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