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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即财富——主编的话余纪人们常将历史比作遗产，而所谓遗产，就是前人创造出来并留给后人的
财富，由此推论，我们就有理由将历史视为财富，既然是财富，任何理性的人都没有轻视和丢弃它的
道理。
所以，有关历史的学问从古至今都是学术领域的大宗，中旧的电影学术研究同样概莫能外。
中国电影史学和其他大多数专门史学门类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研究的对象仅起于201廿纪的初叶。
而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世纪之一，为了这危及民旅存亡的剧烈动荡，导致中国电影事业也
存1949年前不下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经历了数次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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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百年中国电影史上，民国时期官营电影自有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抗战时期的贡献更使它在中国电
影史上写下了不可忽视的一笔。
　　本书以大量的第一手历史资料为依据．首次对民国时期官营电影的发展脉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
客观呈现了其起步、成型、发展、演变的过程，深入分析了相关的理论与创作实践，在与民营电影的
对照中，展现出民国影业的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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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国民党政府发展官营电影的缘由及其思路一、国内民营电影业危机当20世纪掀开它神秘而多
彩的面纱时，中国也富有激情和斗志地与世界各国共同昂首迈进，迎接20世纪的风云变幻。
经历了辛亥革命的礼，中国结束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有力地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五
四运动的风起云涌，为中国带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
有史以来，中国第一次以无比开放的姿态面对世界，从19世纪开始的西学东渐之风把西方社会的文化
艺术传人中国，到20世纪，中国社会更呈现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形式和西方文化艺术形式并存的格局
，如话剧与传统戏曲，中国画与西洋画，民族音乐与西洋音乐等等。
经济的革命和思想的革命为20世纪初期的文学艺术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但相比这些变化而言，电影从
一开始就保持着“舶来品”的特殊姿态，仿佛游离于社会斗争之外，浮出水面的只是纯粹的商业竞争
。
1905年，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创造了一种能为全球理解的语言，那就是用电影画面、声音的蒙太奇表
现的一种简化语言。
电影就是使用这一语言的最直观的视听艺术，它用蒙太奇说话，用活动着的画面和各种音响来表达思
想内容。
由于它非常通俗，即使文盲也能看懂，于是拥有了最广大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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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国时期官营电影发展史》以大量的第一手历史资料为依据，首次对民国时期官营电影的发展脉络
进行了全面的梳理， 客观呈现了其起步，成型、发展． 演变的过程，深入分析了相关的理论与创作
实践，在与民营电影的对照中，展现出民国影业的概貌。
在百年中国电影史上，民国时期官营电影自有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抗战时期的贡献更使它在中国电
影史上写下了不可忽视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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