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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时代中国电影简史》

内容概要

《影像时代:中国电影简史》主要内容：中国电影从诞生之初到新世纪的发展历史，始终伴随一些最基
本的东两。其一是作为理想空间的全球性背景，其二是作为现实空间的时代政治经济力量，其三是作
为真实空间的社会文化精神及其多元性的个性呈现。
假使说前者可以视作电影的全球化语境与视野，指的是电影的源始天性和基本特征的话，那么，后二
者则涉指电影运动与社会空间的内涵，包括电影在现实的运动发展过程中的所有潜力与趋向，随着时
间和经验而逐渐形成。中国电影走过独特的、引人入胜的道路，在每一个阶段与成长的过程中，都出
现这三重意义上的多维空间的循环作用与影响。中国电影视觉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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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亚平，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电影学专业博士生导
师。1987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硕士研究生；1996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
研究生部电影系电影学博士研究生。先后在报刊发表文学、艺术和影视研究方面的学术文章2OO余篇
，百余万字，出版个人专著九部。主要有《艺术文化学》、《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影像中国
：中国电影艺术1945—1949》、《老电影时代》等。此外，主编有《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上、下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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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难夫难妻》的拍摄早期电影的开拓者张石川和郑正秋合作的《难夫难妻》，显示出电影叙事的
潜能。张石川、郑正秋的新民公司和亚细亚公司合作，首先在大众市井的故事中，发现了商机。1913
年秋天，在上海圆明园路的一块空地上，一群文明戏演员不愿屈服于千篇一律的东两，他们出演了一
部名为《难夫难妻》的电影。目的是要证明在新时代的这场激动人心的革命面前，并不认输。片中的
女角由男性演员担任。主创人员，系25岁的潮州人郑正秋和24岁的宁波人张石川。他们虽是影片的编
剧和导演，工作趣味盎然，但一切于他们都是新的，对摄影机机位的变换，甚至也几乎毫无所知(据言
在现场，二人有所分工，张负责指挥摄影机，而郑则负责指挥演员的表情动作)。至于第一天没有拍完
的戏，第二天再拍就把衣裳弄错了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比如，接着拍的戏，比前一天多穿了一件马
甲，等到映在银幕上一看，好好一个佣人对主人说着话，忽然会有一件马甲飞上身来了！那个洋老板
看了以后，不知道是出了错，还以为是戏里原有的滑稽情节，居然拍手称妙，而郑正秋张石川等众人
则不免咋舌，出了一身冷汗！这部故事短片所写故事，从媒人的撮合起，写经过种种繁文缛节，把互
不相识的一对男女，送入洞房。影片系郑正秋根据家乡广东潮州社会旧俗构思编写而成，嘲讽、批判
了在落后的封建婚姻制度下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郑正秋1924年12月在上海《大报》上发表的《
说中国影戏》一文，曾介绍，主演王蕙芬扮《难夫难妻》里的新娘子，脸上搽点胭脂，等到映在白布
上，两颧骨上的红色胭脂，竟然变成两块乌漆墨黑的东两，好像生了两块又肿又脏的疮。头上兜的红
方巾，映出来也变成了一块黑布。那品蓝绣花的衣服，会变成灰白灰白的颜色。而新房里点的一盏洋
灯，映出来简直一丝儿亮光都没有。这种现象，在先没有一个人想到，直到这种相反的影子，发现出
来之后，方始知道影戏里要有一点颜色给人家看看，是非在光线上和色彩上大大研究不可的。柯灵后
来回顾这次电影拍摄活动时说，《难夫难妻》在时间上比后来影响极大的胡适的著名独幕剧《终身大
事》还早6年，而内容上也比后者更有深度。刚刚起步的中国电影虽然并没有改造社会的宏大叙事与
理想，但电影作为教育的理念，已经在萌芽和成长了。郑正秋与张石川，和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
们两个人，作为中国电影的开拓者和电影业界最早的组织者之一，为早期电影摄制和电影创作及电影
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二、黎民伟与《庄子试妻》1913年拍摄的影片《庄子试妻》，时间
上未必晚于《难夫难妻》，与具有“买办”性质的新民公司比较，黎民伟专门成立起来与华美公司合
作的人我镜剧社，虽更为本土，但仍是与美国人本杰明·布拉斯基和万维沙在香港成立的华美公司进
行合作、并在得到酬劳的承诺后参与拍摄制作活动的。冈此，我们认为，作为短故事片的《庄子试妻
》，虽不二定被认为是以合拍片形式摄制完成的“中国的第一部影片”(黎民伟语)，但却可以基本认
定，它属于第一批形成叙述并具有文化面向与观念参照的中国“土著”／民族电影，是香港最早的一
部短故事片。罗兰·巴特和巴赞曾有言，照相停滞了时间和生命，而电影似乎总是将时间不断前推，
其自身运动变成了剪辑的速率，最终形成了叙述。最初的故事电影叙述活动，教给人们根本一课，即
：“想象的博物馆同样也是包含内容的博物馆。”电影为20世纪历史增添了血肉，赋予20世纪以思维
。电影“是一具嵌置内容的身体和语料库：对20世纪来说，电影曾经是并仍然是一面可触摸的表层，
能够显现历史以及从哪里寻找其精到表述的知识”(劳拉·穆尔维语)。黎民伟是早期中国电影的拓荒
者之一。他早在16岁就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并用戏箱偷运军火支持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胜利
后，他并未从政，而是从事了他所喜爱的影剧事业。他和陈少白、胡汉民、邹海滨、高剑父等人一起
组织清平乐白话剧社，不久则转而投身电影工作。投资办电影事业，在他真仿佛是拿刃去做社会教育
。他认识到，欲强中国，非普及教育不可，而推行电影事业，就是普及教育的一大助力。(见《黎民伟
日记》)他和长兄黎海山、四兄黎北海共同创办了香港早期的全华资大型的电影院新世界影院，同时在
香港成立了人我镜剧社，拍摄两本故事短片《庄子试妻》。1923年创办了民新制造影画有限公司，先
后拍摄影片《玉洁冰清》、《两厢记》(1927)、《木兰从军》(1927—1928)等片。其中由侯曜导演的《
两厢记》一片，以非常电影化的技法(剪接、特技运用、场面调度等)表现旧传奇，引人入胜，为后来
的中国电影提供了一个典范，是民新公司仅存于世的故事片。公司于1929年年底陷入困境，遂与罗明
佑的华北公司合作，先后拍摄《故都春梦》、《野草闲花》、《恋爱与义务》等影片，为20世纪30年
代活跃的联华影片公司的横空出世，起了重要驱动作用。《庄子试妻》利用自然光露天拍摄，片长两
本，约15分钟，系根据粤剧《庄周蝴蝶梦》改编，主要取材于“扇坟”一段，写庄周故意以诈死来考
验妻子田氏是否忠贞，带有很强的喜剧色彩。在《庄子试妻》中，黎民伟的妻子严珊珊扮演扇坟的使
女，成为中国电影中出现的第一位女演员。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后来黎民伟的儿子黎锡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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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感慨：先驱们要投身电影业，首先要冲破封建世俗的旧观念。世俗眼光普遍鄙视伶人为“戏子”
，属“下九流”。当年电影公司招请演员，反应极为冷淡，没有女子报名。黎民伟的两位妻子：严珊
珊和林楚楚，随他投身电影事业。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严珊珊出演了《庄子试妻》，而林楚楚后来在
香港较早的故事短片《胭脂》中担任女主角，也成为黎民伟在电影事业上的得力助手。严珊珊，林楚
楚和张织云等一起，成为了中国第一代女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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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消费和大众传播时代，在当下性的条件和语境之中，电影史研究的喧闹与贫乏，成为电影研究的链
条上的起点和重要的症候。封闭思维和话语诉求互为表里，功利考虑与重写欲求相联系，一时成为象
征性的标记。然而，学术并不是什么标签，也不能用来派上其他什么用途。这形成了更为重要的值得
深层关注与思考的现象、问题。电影史上最受欢迎的影片，观众面很广，而将电影视作隐喻以至思想
的艺术的作品，有时也会传奇式地深入到几代人中。电影选择与取向的决定性的变化，可能存在于别
处，存在于时代、空间、想象的广泛性的对话之中。从电影文本及现象、电影经典与时代、社会空间
的开放的话语链出发，搜罗资料，独立思考，探讨相关电影之课题，对经受了考验的经典树起尊重的
态度，并在前辈们经验的基础上，去再发现、再建构，用加法、整合而不是解构的方法，用继续发展
的挑战的态度而不是随意地用非学术的市场的时髦的东两去取代它，这样，电影史的实际做法便会始
终是敞开的，会变得富有意义，明白易懂，而又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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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影像时代:中国电影简史》以时间为主线，在主线的发展过程中，显现出电影发展史的变化。电影作
为一门群体陛要求较强的艺术，受经济和物质条件制约。相比较其他艺术门类，它的发展需要有一整
套工业和经济体系作基础，投入资金较多，回收压力常常较之绘画、音乐、小说、诗歌、舞蹈等其他
艺术样式要大许多。作为一种观众面较广的传播媒介，电影直接或间接地反映时代、社会或广大受众
的愿望与要求。在受众与环境的接纳、认可的演进中，中国电影所选择的路径显出多重面向与可能性
，在时代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呈现自我指涉机制的丰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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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带着镣铐起舞的中国电影。电影史恰如近代史般磨难重重
2、通过这本书，你可以读懂电影史，读懂电影人生！
3、作者对当代中国电影史的见解独特，文字语言很精辟，值得一看。
4、资料较全，论述时间与当下接近。但价格偏高。
5、中国电影史
6、没有足够的中国早期电影阅读量啃这种大部头真是一件头疼的事= =强烈不建议对于中国电影感兴
趣的人一开始就看，好痛苦。。。
7、每一个学者在写电影时,都会有一种方法.其实电影就那么多,一百部,一千部,无论多少,总是个数在那
里.人人都看电影,每个人感觉和看法会不同,表达的方式会更有不同.就像我们看百家讲坛,说的事儿可能
大伙都知道,但是为什么我们还会津津有味呢,因为那是他们说的精彩.表达本身就是精彩.当内容一定的
时候,怎么说就成了最为致命的法宝.
8、其实读电影史的大多数人都只是需要一本简明指南而已吧，这方面这本做得不大好，作者太爱加
入自己的奇怪总结小体悟了，每章节标题都不明确，内容也不完全按照时间线，加入的影人小简介不
全面，感觉是只加了作者喜欢的人。但是总体还行，如果作为兴趣读物的话。
9、不缺乏细节。
10、阅读乐趣这本还是好于李少白版
11、不要再翻來覆去的寫通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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