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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电影批评研究》

内容概要

《20世纪90年代电影批评研究》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发表的大量的电影批评和论著进行
研究，分析了90年代中国电影批评的话语形态特点，并对这十几年中的电影民族化研究、电影商业化
研究等热点问题进行梳理，勾勒出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批评的大致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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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小风，青年评论家，200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国青年政治
学院新闻与传播系教师，主要从事影视理论与批评研究、影视与青少年研究，在《中国电视》、 《中
国教育报》等学术期刊和报纸上发表研究、评论数十万字。

Page 3



《20世纪90年代电影批评研究》

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节 “90年代电影批评”的内涵第二节 研究方法第一章 多元抑或危机：90年代后现代主义电
影批评第一节 后现代主义理论综述第二节 80年代的电影批评与后现代主义第三节 90年代的后现代主
义电影批评第二章 构建民族电影理论第一节 90年代电影史研究中的微妙变化第二节 构建民族电影理
论形态第三章 改写经典电影美学第一节 从库布里克到卡梅伦——数字技术给世界电影带来的变化第
二节 质疑经典电影美学第三节 重构电影美学第四章 从娱乐片到产业化——90年代的电影商业性批评
第一节 80年代的电影娱乐化探讨第二节 90年代的电影商业性批评第三节 新世纪的电影商业性批评第
五章 代际之分——以第六代为对象的电影批评第一节 命名之争第二节 题材、主题和叙事跗一：超越
代际之分——新时期中国导演分代现象研究一、新时期导演身份角色的变迁二、代际更迭与行动策略
三、新导演、新策略附二：《三峡好人》：贾樟柯电影的变与不变一、大时代的小故事二、叙事结构
的断裂三、视听风格附三：《图雅的婚事》：回归现实的另一种可能一、女性形象回归生活本身二、
民族特色：真实的呈现结语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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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电影符号学向第二符号学转变的过程中，包括精神分析在内的各种理论思潮起了关键的作用，但第
二符号学的基本出发点仍然是结构主义符号学，只是它已经整合进了精神分析学、意识形态理论、女
权主义理论、工业分析、后殖民理论等各种现代理论。在今天看来，它已经被理论批评工作者熟悉和
掌握，但是在70年代，第二符号学对电影批评的影响是巨大的。正是在第二符号学产生之后，电影批
评家们才习惯于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对电影作品进行阐发，而人们也越来越对那些缺乏电影理论指导的
、印象式的、感想式的电影批评排斥有加。发展到目前为止，融合了理论的批评几乎成为研究者们使
用批评这一概念时不言而喻的含义。中国电影批评最初的几个时期①，从电影的伦理批判期（1921
－1932）到社会功利批评期（1976-1985），虽然历经了一系列批评模式的演变，但是仍然缺乏独立的
理论标准与系统化。在电影的大批判时期（1966-1976），政治的标准甚至直接成为电影批评的标准。
与此同时，政治标准也直接进入了这一时期的电影实践。因此，那个时代的观众只能在“英雄人物近
大亮、反面人物远小黑”中接受政治话语，而不是领略电影话语给他们带来的审美享受。到了政治对
电影的整合力逐渐减弱的时候，人们能够感觉到，世界电影已经改变了很多。中国电影也在歧途上走
得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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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世纪90年代电影批评研究》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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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内容详实，但是缺乏体系的完整性，仿佛记录完之后草草地给个结论，各章之间缺乏内在关联，
这在最后的结语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本书最重要的两个观点，一个是虚拟技术的发展打破了巴赞的真
实美学，二是第五、六代导演都选择决裂来作为自己的风格，但新一代导演则顺利地融入了进来。那
么如今的李叡珺和郝杰呢？
2、作者的水准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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