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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创作思潮评析》

内容概要

　　《中国电影创作思潮评析》以中国电影史为线索，第一次尝试按照类型的思路对中国电影在各个
历史发展时期的主要创作思潮及表现形式进行深入细致的论述。广泛涉及了电影美学、电影社会学、
电影风格流派、创作个性、视听语言等方面问题，并以世界电影作为参照，以数百部电影为例证，对
形成这些创作思潮的原因及影响作了系统而独特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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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影戏电影(默片时代1896年-20世纪30年代初)一最初的电影观念二影戏电影的主要类型三代表
作品：《神女》与《渔光曲》第二章革命现实主义电影(20世纪30-40年代)一现实题材的创作及电影观
念二革命现实主义电影的叙事模式三代表作品：《马路天使》与《一江春水向东流》第三章作者电
影(20世纪30-40年代)一作者电影的由来二作者电影的基本特征三代表作品：《小城之春》与《太太万
岁》第四章英雄主义电影(1949一1966年)一英雄主义电影的涵义二英雄主义电影的美学特性三代表作
品：《英雄儿女》与《早春二月》第五章“文革”电影(1966一直976年)一样板戏电影及其故事片创作
二世界电影发展的主要成就三代表作品：《白毛女》与《闪闪的红星》第六章新时期电影(1976年-80
年代)一1979年的电影二多样化的电影风格思潮三代表作品：《城南旧事》与《老井》第七章探索电
影(1984年-90年代)一探索电影的涵义二新的电影美学原则三代表作品：《黄土地》与《红高粱》第八
章娱乐电影与主旋律电影(1987年-90年代)一娱乐电影的兴起二主旋律电影三代表作品：《最后的疯狂
》与《焦裕禄》、《生死抉择》第九章新生代电影(20世纪90年代)一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二创作特点
分析三代表作品：《北京杂种》与《阳光灿烂的日子》第十章香港电影(1909年一90年代)一类型化的
商业电影二艺术电影创作三代表作品：《笑傲江湖》、《英雄本色》与《重庆森林》《甜蜜蜜》第十
一章台湾电影(1925年-90年代)一健康写实主义二新电影运动三代表作品：《童年往事》与《牯岭街少
年杀人事件》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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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而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蔡楚生、郑君里合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则在《马路天使》取得的成就基
础上，将中国电影的创作水平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蔡楚生，我们曾在分析《渔光曲》时作过介绍，
是继默片时代之后开启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的代表人物，艺术造诣很高。郑君里，广东中山人，早
年从事话剧活动，后投身电影，演过近二十部影片，再之后于40年代开始编导影片并撰写电影理论文
章，如《现代中国电影史略》、《再论演技》、《角色的诞生》等。尽管他们各自编导过很多影片，
但《一江春水向东流》可以说是他们二人的杰出代表性作品。突出的表现在于这部片子具有的史诗风
格和巨片意识，拍得十分大气。我们从一组数字中可以领略到这一点。《一江春水向东流》分为上下
二集，名为《八年离乱》和《天亮前后》，以“九一八”事变开始到抗战胜利后止，将抗战前后丰富
的历史内容浓缩表现，叙事时间长度为184分钟。影片片名取自李煜的词的最末两句：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然在感慨时事的内涵上却有不同。全片采取“以小见大”的构思策略，通过一
个家庭的悲欢离合，由此延伸出三条情节线索，跌宕起伏，交叉呼应，结构缜密，切换自然，组接流
畅。片中的众多人物，涉及各阶层的方方面面，其社会关系错综复杂，矛盾冲突或尖锐或抵触，或公
开或背地，多侧面地反映了这个历史时期各类人的心态及社会生活。我们主要从形象人手来作一点分
析。对正面人物的着力刻画，是这部片子的最大特点。首先是女主人公素芬，这一形象集中代表了劳
动阶层的生活特点及优良品质。她在纱厂做工，参加夜校学习时认识了教师张忠良，并与之相爱、结
婚、生子，与婆婆一道相处，内心充满了平民式的满足。不久抗战爆发后，这样的幸福生活被搅乱，
直至一点点地被破坏、被毁灭。最后，素芬不得不在万般绝望无奈的情境中投江自杀，结束了年轻的
生命。为什么会如此呢?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又是什么?这正是影片想要提出的问题，想启发人们透过
形象思索的主题之一。若从表面上看，造成的原因好像是因为丈夫对爱情的背叛，对家庭不负责任所
导致，其根源囿于伦理范围，但真正的深层原因，还在于家庭之外的一股恶势力的威逼，以庞浩公为
首的象征国民党官僚统治集团的上层社会的扼杀。张忠良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筹码。被他们所控制和利
用的工具。因此，这个悲剧是社会原因造成的，应当对黑暗的社会提出控诉和批判。影片最后，素芬
写的绝笔书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抗儿长大了，要他学叔叔的为人处世。”在片中
“叔叔”这一形象是热血正义、英勇抗敌的代表。鲁迅曾说过“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
看”。此外，导演在素芬身上倾注了无限的同情和赞颂，这一人物不仅外形秀丽、端庄、贤惠，人格
方面更是集中体现了中国劳动妇女的传统美德，聪明、善良、坚韧、诚实、孝敬、忠贞，是一代平凡
普通而又杰出的女性代表。著名表演艺术家白杨，朴素无华而且准确、细致地扮演了这一角色，尤其
是对人物内心的情感活动及反应，节奏把握得恰到好处，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围绕着女主人公，次
要人物的群像刻画也很传神、到位，构思上体现出“绿叶衬托红花”的特点．如扮演张母的吴茵’当
时只有30来岁，却把一位善良、爱憎分明的农村老太太形象演绎得栩栩如生。乡村小学教师张忠民、
婉华代表的游击队形象’尽管在影片中着墨不多，但通过几个场景、几个细节的展示’其寓意一目了
然，象征着革命势力，寓意着中国的光明面。对反面人物形象的着力刻画，同样也是这部片子的一大
特色。和素芬乃至全部正面人物对立的自然是男主人公张忠良，这个对立的建立，有着令人感慨的沉
痛、沉重。因为他不是从一开始便是坏人的，是一点一点地变坏的。张忠良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
按照形象类型的分类，他属于圆型人物，意思是指随着情节的发展变化，人物的性格也随之发展和发
生变化。而且，这个变化往往是相当大的，从好人变到了坏人，呈两极形态。影片开始时，张忠良是
一位热血、正直的青年，正如他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兼具“忠”、“良”的品质，符合旧时代衡量
君子的道德标准，其实是在暗示一种期望，期望他能对家人对国家尽到忠、良的本分。然事与愿违。
他却一点一点地蜕化为不忠不良的不肖之徒。这个人物的灵魂演变具有着深刻的认识价值。其过程展
示电影叙述得十分清晰、简洁，如“参加抗日”、“逃难”、“投靠旧友”、“理发”、“签到”、
“酒后牢骚”、“屈服诱惑”、“沉湎酒色”，最后“抛弃妻儿母亲”等细节，刻画了这个人物由进
步到堕落的转变，形象地体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重性格的特点。这样的刻画及形象转变是带有
突破意义的，因在这一时期的电影中，转变人物绝大部分是由落后到觉醒的转变，由游离于时代之外
到身人其中的转变，几乎形成了人物塑造的某个模式，成为阐述知识分子阶层靠向工农大众，游离于
革命之外继而投身革命的形象化的经典表述。如《关不住的春光》中的梅春丽走出家庭参加革命，《
遥远的爱》中的余珍由女佣成为战士，《万家灯火》中小职员由迷误到觉醒。而《一江春水向东流》
与之相反，真实地刻画了革命意志不坚定、缺乏信念容易动摇的一类青年形象，“另类人”形象，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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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构成类型，但张忠良这一个案，很有代表性和思想艺术上的认识价值。后来，在20世纪50～60年
代，这一类形象转换了表述方式，变为对“叛徒”的刻画，如《烈火中永生》中的甫志高等。在片中
，扮演张忠良这一角色的是著名表演艺术家陶金，由于对这个人物理解很深，故演得十分到位。除了
这一形象之外，还有王丽珍、何文艳、庞浩公、温经理等，他们是上层社会的代表，过着挥霍无度的
糜烂生活，依仗“金钱、权势和美色”投机钻营、发着国难财，与下层社会的情形形成鲜明韵反差，
这样的形象设置，曾被当时的报刊评论认为“概括了两个世界，两种人的生活”。分演两位夫人的舒
绣文、上官云珠，演技同样值得称道。舒锈文饰演张忠良的“抗战夫人”，一个交际花形象，性格具
有能言善变、左右玲珑、心狠手辣的特点，舒绣文采用了泼辣洒脱、恣意狂放的表演风格。这个人物
的塑造使她的表演艺术达到了成熟的顶峰。而上官云珠饰演的“接收夫人”，是一个“情人”形象，
其风骚妩媚、嫉妒、自怜自叹的性格特点，被上官云珠传达得十分细腻，复杂瞬间的情感捕捉、变化
多端的内心活动刻画得十分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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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继《艺术电影的魅力》出版后，我便开始动笔写这本书，时断时续地，写了两年。    其间，常常
在思考这么些问题：中国电影在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的地位究竟如何，在它自身发展史上升腾过的浪
花和有过的下沉旋涡，在文艺百花园中的花开景象与花落时刻，以及形成民族电影特色和中国气派的
因缘，和留在广大观众记忆中的长处和短处。如果把这些问题放到直观生动、具体可感的银幕中看，
铲许多多的形象，有趣生动的故事立刻便扑面而来，继而，形成的一条基本理性线索便是：这些形象
，这些故事，均记录着中国社会由封建历史步人到现代文明这一进步的发展历程，描绘了中国人的精
神生活向高处展望、向远处延伸、向平处拓深的细腻情怀。100年来，中国电影作为中国文化乃至世界
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对社会的变化、民众的生活和人格的塑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上上个世纪
末尾(1896年)，电影就开始伴随着中国人，度过了无数个兴奋、激动、感慨的不眠之夜。至今，依然
在伴随着。    记得1987年夏天，我曾经在郑洞天导演的《鸳鸯楼》摄制组实习，第一次见到了中国电
影的创作情形，这是我第一次亲历拍摄现场，亲眼目睹中国电影的创作，也是我关注中国电影的开始
。由此，我便展开过一种联想：成千上万部中国电影的创作，其中累积的劳动量是多么的丰厚，蕴涵
的精神力量又是多么的巨大丰富，不知有多少电影人默默地为着这个事业付出着劳动、心血、智慧甚
至生命，我仿佛触摸到了一种创业精神。中国电影，吸引了我热情关注的目光，经历过太多的心潮起
伏。这些，是我撰写此书的感情基础。    最初的构思计划是写满十二章，从默片时代起写到新世纪初
的中国电影，想以“史”为行文线索，重点停留在各个时期最主要的电影创作现象上。即在考察电影
的发展历史基础上“选取”最能代表各个时期电影创作思潮和创作成就的电影作品作集中的阐述，按
照“类型”的思路，突出样式的特点，将重点落在创作观念或现象、创作特征或成就、代表作家和代
表作品上。然真正动笔之后，发现难以实现这个最初构想。因此，需要说明的几个地方是：关于本书
的体例，虽然是以电影史为线索，选择史料也以公认的观点为准，但并不是一本关于电影史的书，而
是在尊重史学家的意见基础上突出自己的理解思路；其次关于代表作家及代表作品，由于本书十分关
注艺术创作的创造性与开拓性意义，故在选择上以“敢吃螃蟹者”为重，以“处女作”为主；再次是
关于香港电影和台湾电影，由于缺乏第一手作品资料而未能做全面细致深入的探究，诸多内容并作一
章。又，关于新世纪的电影创作倾向，由于许多作品尚未看到，只得略去这一章，留待以后有机会补
上。    最后想说的是，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很多师长和学友的帮助，衷心感谢他们，对于郦苏元
先生的教诲和帮助，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陈  南                                                      
2002年1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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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人文社科丛书·中国电影创作思潮评析》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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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居然是同济出版社...虽然我也不清楚这讶异是什么
2、中规中矩，还是可以的。
3、废话过多 且浅尝辄止。
4、大陆电影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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