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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影响与中国十七年电影》

前言

电影是一门可以超越地域或国界产生巨大感染力的艺术。优秀的电影作品对观众的心灵与智慧所产生
的巨大冲击力和深远影响，往往无法估量。唯其如此，凡于20世纪50至60年代度过青春期的中国观众
，在他们的成长道路上，无不伴有一份浓浓的苏联电影情结。他们几乎是追随着苏联电影中的一些英
雄和正面人物一起长大成熟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保尔·柯察金，《青年近卫军》中的奥列
格、柳芭，《夏伯阳》里的夏伯阳、富尔曼诺夫，《伟大的公民》中的基洛夫，《革命摇篮维堡区》
里的马克辛，《真正的人》里的无脚飞将军，《乡村女教师》中的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卓娅
》中的卓娅和舒拉，以及《玛申卡》、《牛虻》、《政府委员》、《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许多影片
中的主人公们，都是他们心中的偶像，前行中的人格榜样和精神楷模。苏联电影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
理想追求及成长历程，已是不争的事实，苏联电影对于中国电影的影响，尤其是建国后“十七年”的
电影创作，则更是因缘际会，情德交融，谊切苔岑。苏联电影何以能影响中国电影及其观众一个漫长
的历史阶段?这期间中国电影所处的社会与历史语境是什么?建国初中国在确立本民族电影的内在机制
时，吸纳了哪些以苏联为主的外来文化资源?同苏联电影相比较，中国电影又显现出哪些与之相通或相
异的美学特征?等等，都是研究“十七年”电影不可或缺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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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影响与中国十七年电影》

内容概要

《苏联影响与中国十七年电影》讲述了苏联电影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理想追求及成长历程，已是不争
的事实，苏联电影对于中国电影的影响，尤其是建国后“十七年”的电影创作，则更是因缘际会，情
德交融，谊切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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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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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影响与中国十七年电影》

章节摘录

相比之下，宗教传统对“十七年”中国电影的影响力则要小得多。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国的道教和佛
教在民族的历史生活特别是知识界中总体上未能发挥真正主导性的作用，而根源于儒家学说的“实用
理性”精神对国民性的影响则要大得多，因而，国民性中的“实用理性”对于那种宗教非理性是占压
倒性优势的。这种宗教信仰维度的缺失，使以儒家文艺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艺，更加关注文艺的现实
功用和道德伦理价值，而较少注意深人挖掘人的内在“灵性’’生命。表现在“十七年”电影创作中
，就是它整体上未能像某些苏联电影那样深入透视人的精神和灵魂世界，人物形象的开掘也相对欠缺
精神深度。原因之二，包括“十七年”电影在内的中国现当代文化的直接源头是“五四”新文化，而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宗教的关系不但不密切，而且还具有反宗教的含义。众所周知，“五四’’的
旗帜是民主和科学，而对“五四”新文化有着重要影响力的蔡元培，更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观
念。20年代爆发的“科玄论争”，也以科学派胜利告终。因此，尽管“五四”新文学的一些创作程度
不同地表现出某些宗教性内涵，但整体上，宗教未能对新文学运动发生实质性影响。而且，随后兴起
的“革命”对于宗教的冲击力更是巨大的。最后，“十七年”电影与苏联电影在思想、艺术上还存在
着明显的民族差异。决定中、苏电影各自民族风貌的，是各国的民族生活现实及其历史、文化传统。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苏电影的民族差别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为如此，单纯谈论两国电影的民族差
异，意义不大。这里主要是着眼于苏联电影对“十七年”电影的影响，探讨“十七年”中国电影的民
族风格的形成过程，由此显示它与苏联电影的差异。随着中、苏电影关系的发展变化，“十七年”中
国电影的民族风格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大体是这样的：在中、苏交好时期，“十七年”电影
对苏联的学习是“坚定不移”、“不能动摇”的@。苏共20大以后，随着中、苏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分
歧的出现，在继续提倡向苏联学习的同时，开始注意到向苏学习时的教条主义和生硬模仿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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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如果从最初的搜集资料开始算起的话，到现在
成书，断断续续前后大约有八年多的时间了。1995年我本科毕业，考取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戏剧戏曲学
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跟随胡星亮教授攻读中国现当代戏剧方向的硕士学位。1998年毕业后参加工作，
主要从事戏剧影视方面的教学和研究。1999年下半年，胡星亮老师和我谈起有关中国比较电影史的研
究问题，我随即产生了对中国“十七年_”电影进行比较研究的想法。不久，就开始搜集有关文献和
影像资料，并断断续续对材料进行整理和研究。2001年我通过南京大学的博士生入学考试，继续跟随
胡星亮老师，开始攻读电影历史与理论方向的博士学位。在博士学位开题时，征得胡老师同意，我把
中国“十七年”电影与苏联电影的比较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集中精力展开研究和写作。论
文的写作得到了胡老师的悉心指导，整个研究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博士论文答辩时，董健、陈辽、丁
罗男、陆炜、马俊山等先生给予了很多赞誉和鼓励，也为论文的进一步修改提出了宝贵意见。此外，
陈坚、吕效平、周安华等先生也在论文开题或评阅时给我以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博士
论文完成后，其中部分内容分别在《文学评论》、《电影艺术》、《电影新作》、《扬子江评论>等
刊物发表。在此，对这些刊物和编辑也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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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苏联影响与中国十七年电影》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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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感谢卓越网。头天下午订货，第二上午就到了。非常感谢。书很好，很有用。希望下一本也像这
样。谢谢！
2、不深入，但言而有物
3、干货很多。
4、而我终于知道当初没买这本的原因了。
5、理论性强。开篇讨论十七年电影和苏联影响的几个关键概念：人民性、人民电影，这两个概念的
核心问题是如何界定十七年电影中的人民性，它和政治性有何关系。人民性来自于苏联日丹诺夫的文
艺观，其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基本的美学方法是典型化，核心的思想是电影为政治服务/工
农兵服务，最终达到用人民电影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目的。而十七年电影一
方面受到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一方面也受民族主义的影响，面临着自身的工农兵化和大众化的矛盾
。以此为基点，重点论述十七年电影的剧作观念、电影特性以及银幕美学受到苏联的影响，并以革命
历史题材电影、现实题材喜剧电影、文学改编电影为例，一方面阐述各自的成就和不足，一方面重点
比较和苏联电影及创作经验的差异和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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