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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讨论的是十七年电影中的身体话语这一建构自我的生成机制。全书将重点放在对十七年诸多电影
文本的细读上，在身体生产与国家认同这个维度中，去试图打捞、审视并重读这些被遗漏在重读视野
之外的，只能够在电影史的叙述中被偶尔提及和简要概述的影片，从而力图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既有的
对十七年电影的研究。全书对理论的把握深入而准确，史料分析翔实全面，结合两者展开的描述和论
证颇具新意，结构合理，写作规范，是一部有分量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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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静，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职于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
现当代文学、电影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已出版专著1部，发表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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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    录
导  论
一  “小”电影的大格局
二  新中国·新主体·新身体
三  没有身体，何来主体？
四  电影的召唤术
五  本书概要
第一章   从身体的卫生到卫生的身体
第一节   流行病的政治经济学
第二节   性病·妓院·教养院
第三节   疾病·民族·国家——“十七年”少数民族  电影中的疾病叙事与国家认同
第四节  身体的社会卫生学
第二章   体育的宏大叙事：运动中的身体
第一节   竞技/军事体育·女性·凝视·国家
第二节   全民健身·广播操
第三节   恋爱力比多与国家寓言的重新书写：《水上  春秋》
第四节   足球
小结
第三章   生产的身体与消费的身体
第一节   两种城市——后革命时代的身体想象
第二节   三角恋爱中的身体
第三节   劳动·性别·美学
第四节   有序化的欲望：“生产+恋爱”模式
小结
第四章   被解魅的花园：时间与身体
第一节   从自然时间到国家时间
第二节   国庆节：圣日庆典仪式中的身体
第三节   “将来”时间的政治动力学
第四节   在建构和解构之间：八小时工作制
第五节  新闻搭起的浮桥：大历史和小历史的耦合

第五章   共同纽带和公共记忆的建构：革命历史电影中的身体
第一节   从生物性复仇到制度性复仇：被升华的复仇  身体
第二节   诉苦机制·公审仪式：言说与言说的语法
第三节   再造“农民”和“地主”
第四节   圣殿内外的身体：革命与身体
第五节   先锋党：落地的麦子不死
小结
第六章   自我的“衣架”
第一节   权力服装/特性角色：服装—政治无意识
第二节   权力服装的他者
第三节   精神内核：服装的装饰
第四节   电影内外的明星服装
小结
结  语  身体文化和身体诗学的别样面孔
第一节   资本主义体系外部的身体
第二节   公民共同体和国家共同体中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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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身体的反抗和颠覆：挥之不去的幽灵
第四节   时髦的身体学：华丽转身后的新意识形态
第五节   参考影片
参考文献

后  记

Page 5



《主体的生成机制》

精彩短评

1、从身体维度研究十七年电影，从一个维度详释了主体的生成
2、一本被后现代理论穿透的电影分析。最主要的是福柯的框架+齐泽克的论点。十七年的电影是一个
充斥着巨大意识形态能量的场，特别适合分析。虽然中共的胜利主要靠农民阶级，但是意识形态中最
核心的还是工业的、“生产”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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