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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味》

内容概要

在大银幕的滋味中追寻电影档案的魅力
分享中国电影资料馆台前幕后的故事
..................
※编辑推荐※
2016年是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开放二十周年。藉此契机，本书将向各位读者、观众、影迷，讲述
一些关于老电影档案和历史的故事，分享菲林以外、史料之中的大银幕的滋味。
☆精选中国电影资料馆重点展映的华语片进行文本细读，以史学视野梳理文本脉络，寻找过去与今天
的创作联系
☆每篇文章皆附有一则策展故事，亲切讲述台前幕后趣事，兼具学术性与趣味性
☆全书附有百余幅作者珍藏的经典剧照、明星海报及民国电影杂志刊物图，尽显电影档案的鲜活魅力
☆对电影节、电影展映、国片及艺术电影推广进行深入思考和总结，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经验
...................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兼具学术性与趣味性的电影文集。作者从多年来从事电影策展工作的经验出发，精选了一批
中国电影资料馆重点展映的华语片进行文本细读，以治史的视野与方法梳理这些影片的美学坐标与文
化脉络。同时，讲述展映前后的各种故事，既涉及珍稀拷贝的辗转发现、独具特色的映前导览、重要
影人参与活动的幕后趣闻，还回顾了放映结束所留下的社会反响和经验总结。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对电影资料馆的功能定位和策展思路、中国电影史上杰出影片及影人留下的
宝贵遗产、电影的档案保存难题、艺术影院的未来都进行了深入思考与研究，并辅以百余幅珍藏图片
，与影迷们分享菲林以外、史料之中的大银幕的滋味。
..................
※作者的话※
“幕味”一词并非我的新发明，而是源自民国时期一份著名的女性文化刊物《玲珑》，“幕味”即是
其中的电影报道版块。我觉得这个词很生动形象，一方面它与英文“movie”谐音，同时更兼有“银
幕的滋味”之意⋯⋯禁不住借来《幕味》之名，对它进行一次遥远的致敬和呼应：因为呈现在诸位读
者面前的，正是一本关于老电影档案和历史的研究专书。我希望读者能从书中讲述的久远信息中，找
寻到它们与今天中国电影的联结关系以及依旧旺盛燃烧的生命力。
——沙 丹
...................
※名人推荐※
沙丹的这些文章介于影评与学术论文之间，但是这种分析绝非普通的影评，字里行间流露出治史之人
的好奇和严谨，以及强烈的自我代入感，也总能不动声色地把话题引到电影史最陡峭的悬崖前。
——李洋，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沙丹实实在在地把中国电影资料馆的艺术影院变成了一个电影史的课堂，成千上万的影迷在这里无师
自通，亲近电影史，学习电影文化。所以在沙丹这里，策展和电影史研究互为表里，缺一不可。这也
完美地体现在了这本书的体例中，他总是先讲一段策展故事，再展开相应主题的分析，若是缺少其中
之一，那就美中不足了。
——magasa，电子杂志《虹膜》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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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味》

作者简介

沙丹，文学硕士，现任中国电影资料馆事业发展部副处长，长期从事艺术影院管理和节目策划工作，
并兼任北京国际电影节策展人。学术研究方面偏重于华语电影历史与批评，曾在众多电影专业刊物、
报纸发表论文、书评、影评数百篇；曾翻译《银幕艳史：都市文化与上海电影（18 96—1937）》一书
；参与撰写《欧洲电影分析》《金融危机与中国电影》《银都六十（1950—2010）》等著作；并曾受
邀担任过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频道传媒大奖评委、南方都市报华语电影传媒大奖评委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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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味》

书籍目录

序一　迷影的摆渡人  by 李洋
序二　站在学院和民间的十字路口  by magasa
前言　神圣的银幕
寻回传统：中国电影资料馆国片放映的策划与影响
从“西游”到“东游”：《盘丝洞》回归的意义与启示
莉莲·吉许的魅影：情节剧、悲剧女旦与中国电影业的初兴
穿越“历史黑洞”：由档案重思三十年代左翼电影运动
寻访自由神：试论三十年代左翼影人的启蒙理想和大众文艺观
精铁熔成经百炼：秋瑾影像传奇
从大陆视角看台湾“健康写实”电影的经验和传承
构建新巴别塔：中美电影的现代交流与跨国合作
玉人永诀：影星阮玲玉的悲剧表演与视觉政治
政治光谱下的文艺变革：新中国成立前夕香港左派影人的活动及影响
夏梦：一个明星的诞生
病中吟：新中国成立初期老舍思想意识的转变
《太太万岁》：女主人的泪与笑
《清宫秘史》：娱乐、伦理和政治相交杂的历史记忆
《小城之春》：银幕上的诗情画意
大匠的困惑：《山中传奇》与胡金铨的心灵世界
附录一　培育期的北京艺术电影放映
附录二　硬盘里的电影存不了100年
后　记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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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味》

精彩短评

1、作者自己在前言里说这不是一本学术专著，浅显易懂，可我看这彻彻底底就是一本不那么深刻的
学术专著，只不过研究领域恰好放在了人人都可说两句的电影圈。资料馆是个往往被大众忽略的地方
，却承担着重大的电影传播普及与保存的责任。有机会，一定去北京电影资料馆看看老电影。
2、和朗格卢瓦的努力几乎一致。介于学者论文与影评人影评之间的风格，加之资料馆的收集癖与纯
粹的迷影的热情，还有行文难掩的对夏梦的热爱，太可爱了
3、看到出版后记积水潭-小西天-文慧园路三号时真的哭出来了。一个傍晚连着晚上一鼓作气读完了就
好像葛格在片前讲解一样天啊都是熟悉的语流。葛格你一定一定可以写得更好的。资料馆也可以更棒
的。小小的影迷们也要继续嗑药继续嗨啊。
4、很难把它硬套上中国当代文学的标签，太学院，太不小西天。幸而是距离文慧园三号最近的学院
，体会得到徘徊在民间和学院的游刃有余。本不期待逻辑的铺陈，却喜见学术式的谨小慎微，只是事
业单位毕竟还留有一点“谁谁表示，某某指出”句式的拘谨啊。
里面的很多海报和照片真是稀有啊！

5、还有一星的进步空间，深入浅出条理清晰，逻辑分明，作者不再是我们熟悉的笑眯眯不着四六的
沙哥，而是一位真正严肃认真，探讨学术“奇爱博士”，加油，像强者学习
6、重访影史与策展实践。左翼电影很通俗，中美明星也同步，伶人才子颇命苦，佳作鲜为人知路。
想去资料馆看一场电影。
7、打通学术和策展，文字耐读，口才颇佳，沙老师真厉害！
8、没有想象的有趣。但也是个好作品了。
9、沙师哥算是北京迷影圈大家都多多少少听过的一个略响亮的名号了吧。见过本尊一次，在一个飞
沙走石的冬日，排队买库布里克2001的票，那时还是那样的刀耕火种的卖票方式，沙师哥走出来，语
重心长的对我们说，别排了，票没了。希望这本书最后也会是沙师哥站出来说，别买了，没货了...
10、葛葛的用词话语还是值得学习借鉴的。
11、意想不到的都是干货，非常有用，很惊喜。@奇爱博士 不愧是长年亲身和胶片史料打交道的，治
学相当严谨，文字清晰易读。就学术成果而言比大部分写中国电影的著述好太多，也可以作为中国早
期电影史科普。
12、老舍里头看看文学史，陈徒手的书里更翔实记录，胡金铨的部分也少了一点吧。后浪出的胡金铨
回忆录也挺好的。
13、马上研二，策展人，心之向往，三到五年，我与策展人有个约定。
14、地下室与一排一
15、社会学读物。葛格很棒。
16、既有学术价值，又能感觉到作者对电影的passion（美版《谜一样的双眼》说，人的情感中passion
是最有力最持久的～
17、又读了一遍，沙丹叔的亦庄亦谐的文字风格，通俗易懂
18、深入浅出，结合史实、材料的学术文，四星起
19、看到后记觉得有点辛酸
20、居然很学术。又引发了一点对电影史的兴趣
21、敬佩沙丹老师为中国艺术电影推广做出的贡献与努力！全书内容严谨但不晦涩，让人涨知识的好
书。影迷们请不要错过了解中国电影影史故事的好书。购买链接http://t.cn/RISRqdx
22、在书中资料馆观众席的插图里面找到了我！除了有趣内容之外的另一种一本满足(☆_☆)
23、电影学考研必读。装帧、选纸、版式、图文都非常舒服。
24、非影迷也读得津津有味。
25、10年在电资馆，坐木头小板凳看《他人的生活》，真像一帧人生胶片。
26、读这本书的时候最好能骑着个氢弹⋯⋯
27、在大银幕的滋味中追寻电影档案的魅力
听沙丹分享中国电影资料馆台前幕后的故事：）
28、策展与影史逸事连线，虽然个别篇章不是太感兴趣，全书还是富有趣味，可感的在影史与银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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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味》

游曳和呼吸自如的舒服。两个凌晨加一个晚上读完～
29、更像一本论文集
30、心疼奇爱博士，做策展真的好辛苦。不过全书唯一的彩图是葛格与夏梦的合照。
31、看完觉得大学没去北京将荒废四年啊orz
32、关于老电影，关于电影的保护和传播。。。
33、正如副标题—重访影史与策展实践，所有的文章都紧紧围绕这两个议题，作者自由行走在学界与
民间，整日与电影相伴，好羡慕的工作。书在6.29号入手，三天读完，读到最后一页时竟有些不舍。
我喜欢迷影人的文字，混杂气质、感性与理性兼备，比那些一大堆的纯学术文章更有人的温度，作者
对中国老电影的迷恋与详实的资料收集及理性的专业分析也是吸引我阅读的一大原因，整本书显示出
对历史、对“人”的深刻关注，更不乏对中国电影产业、艺术电影院线、电影保存与推广的思考，涉
猎范围广，提供了一些电影学研究的角度，值得一读。
34、要支持资料馆吉祥物沙老师
35、这个地方不缺好奇的人 缺将好奇化为动力的人 这里也不缺充满才情和抱负的人 缺他们与我们的
沟通渠道 像博士这样能把好奇的人吸引到资料馆 又能在学术和经营之间做到平衡 真的很难能可贵 他
的难处也许我们无法体会 那就好好感受他热爱的并且希望呈现给我们的电影吧
36、在资料馆看了那么多场电影，想到背后都是葛格的辛苦谋划。如今葛格出了书，书钱还没一张电
影票贵~不买一本，于心不忍。（且书本身也hin好看呢><
37、敬佩沙丹老师为中国艺术电影推广做出的贡献与努力！读完全书很感动。明年一定要去中国电影
资料馆朝圣。全书内容严谨但不晦涩，让人涨知识的好书。影迷们请不要错过了解中国电影影史故事
的好书。
38、今天到的，已经读了一章，爱不释手。不错不错。
39、跟想象中不太一样，算是一部介于学术影评和作者影评之间的文章集，本冲着影展策展实践，却
发现只是在每篇影评前写的小故事，散见在前言和附文里。喜欢他的写作语言，没有学术人的卖弄也
消解了影评人的感性。
40、感人
41、葛格在书中提及的每一部国产老片都想去看一遍。。
42、2017年1月21日 购于amazon.cn @Home, London 非常长知识
43、[宜读指数4]将个人实践融入到电影史的书写中，具体而不宽泛且有代表性，通俗易懂，津津有味
！
44、本以为是腻歪的文艺电影影评，但没想到偏偏都是学术价值很高的论文，真的很惊喜
45、精神感人 非常 想去 这地方 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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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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