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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跨文化观》

内容概要

《香港电影跨文化观(增订版)》主要内容简介：今日的香港电影已是国际化的电影，融会了中国内地
和世界各地的深远影响而自成一格。《香港电影跨文化观(增订版)》尝试追源溯始，寻找香港电影的
文化根源，探析从最早期到现当代，香港电影与中国内地、东南亚地区以至欧美的交流与互动关系。
全书以深入浅出的文字书写，以人为本，带出史实、并尝试以新的视角去窥探香港电影历史，论述主
要集中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70年代，这段历史较少人研究，作者的此次探寻有不少新的发现，至于八
九十年代及以后，则只作为历史的延续与未来的展望，做了概括性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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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跨文化观》

作者简介

罗卡（Law Kar）  资深香港电影研究者、策展人。前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主席，曾任职香港
国际电影节、香港电影资料馆策划多年，亦曾参与电影、电视、舞台剧的编导和评论工作。研究香港
电影和中国电影的著述散见海内外。
    法兰宾（Frank Bren）  澳大利亚学者、作家、演员。早年在英国、法国居留，研习电影、舞台创作
和演出，著有研究波兰电影和香港舞台演艺发展的专书。近年常居香港，专注于影剧历史的研究和写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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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跨文化观》

书籍目录

序言中文版引言导言第一部分  东西交汇  第一章  窥出大世界：电影来到了中国  第二章  布拉斯基和中
国  第三章  先驱者  第四章  从美国而来：“这是中国的好莱坞”  第五章  伍锦霞的传奇第二部分  南北
交汇  第六章  香港、上海、广州的交流  第七章  战时总动员  第八章  战后到50年代的过渡  第九章  动荡
的60年代第三部分  跨界发展  第十章  本土市场还是海外市场？  第十一章  在南洋的扩张：邵氏与国泰  
第十二章  早期与亚太区的联系  第十三章  邵氏、国泰的对外发展之路第四部分  女星倩影  第十四章  
歌女/妓女  第十五章  贤妻良母  第十六章  美丽的小鸟  第十七章  大公司的新血  第十八章  野性、邪恶
与性感第五部分  东西碰撞  第十九章  新武侠、新浪潮、新视野  第二十章  步入新时代附录1  早期香港
和内地的放映纪录附录2  香港部分早期放映场地附录3  早期内地和香港的影片制作列表l896--1908(未完
整稿)附录4  1957—1970年香港电影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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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跨文化观》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不久，布拉斯基成为美国公民，并“买通”普林斯顿大学的教务长，以私人导师的身
份陪同教务长在欧洲旅行，再次踏入祖国。但到俄国的时候，当权者要求他继续服兵役。他赶快回到
美国，在一家剧院担任保安工作。布拉斯基将所有的积蓄借给剧院的监制人，不久后自己就成为了剧
院的监制人，并在费城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剧院，剧团有20出戏可作巡回演出。接着，他在旧金山兴
建了另一家剧院，并快速转手获得了一笔厚利。他还在加拿大收购了一家马戏团，并带到中国表演。
但是这次投资彻底失败了，他最后孑然一身回到美国，“正赶上了西班牙和美国的战争”。约在此时
，他遇上首任太太（在自传中称为Mae），两人在旧金山结婚。接着，文中对他1907-1919年间在美国
、中国和日本的电影活动做了简单的介绍。最后，讲了他1960年逝世之前在美国的一些商业活动。在
这本传记中，布拉斯基在中国从事电影活动是他在1906年逃过洛杉矶大地震之后的事情。由于程季华
、陈立等学者的电影史书提到的他在中国制作的影片至今一直找不到直接的证明，我们希望这本传记
能提供研究中国早期电影的有益资料。不过遗憾的是他的中国冒险只是自传的一小部分，而且只能从
很少的线索中推知具体的事件和时间。但是，考虑到过去对于布氏的报道存在众多错误、含糊之处，
《上帝的国度》的出现，就像有机会和一位中国早期电影史人物直接访谈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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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跨文化观》

媒体关注与评论

长久以来，香港电影业自力更生，面对过各种困难的窘境。事实上，这也是香港电影的特色之一。近
年来，香港电影遭遇寒流，但这也成为下一次崛起的机会。如果我们能够熟知香港电影百年的历史，
恢复自信，努力工作，必将塑造全新的香港电影。我很高兴看到罗卡和法兰宾殚心竭力完成的这本人
著，他们以新的观点，探讨了早期香港电影对当代景象的形塑意义。我十分荣幸为此书作序。　　—
—吴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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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跨文化观》

编辑推荐

《香港电影跨文化观(增订版)》为光影论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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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跨文化观》

精彩短评

1、很多史料
2、从跨文化的角度分析香港电影，多史料，观点少了点
3、书的内容不错,但装帧一般.
4、是一本有文化品位的书，图文并茂。
5、电影也有诞生到成熟的周期
6、这本书中译本终于出来了~两位的学术没得说，翻译似乎不是业内人士，有些译名不太准确
7、專題史.
8、罗卡先生亲自校正，质量相当上乘。对于我等对香港电影史不太熟络的人而言，读来既有兴趣，
又能从整体宏观角度把握一个世纪的历史脉络。切入点深邃人心，从文化研究角度看港片与内地、东
南亚、日韩、欧美的交流互动，算是弥补了这个领域的空白，欣慰。
9、另一种观点，前面都非常好，后两章较水，笔记量大
10、感觉很旧，一般般~
11、最早看到电影的中国人是香港人还是上海人呢？
12、真正喜欢香港电影的人不应只停留在消化娱乐效果的层面，更应多了解这座城市的文化
13、史料比较详细，脉络清晰，但跨文化视角体现的不明显，基本从第十章才开始涉及跨文化的阐述
，使得整本书的体例显得不太合理。
14、从跨文化角度出发的香港电影史
15、最近看书速度极慢，想想自己记忆力水平，觉得还是记录一下看了什么书比较靠谱
16、一、二、五章可以读读。
17、為香港的电影文化提供了不同度的分享。
18、对于喜欢研究香港电影的朋友来说，是值得购买和阅读的。
19、有点用，留着日后再看
20、朋友说书很好
21、比较借简洁的科普类，不够深入。但是书本质量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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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跨文化观》

章节试读

1、《香港电影跨文化观》的笔记-第241页

        陈宝珠和萧芳芳的照片弄错了

2、《香港电影跨文化观》的笔记-第86页

        关文清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他提到这段生涯时感情十分复杂。他认为黎民伟是一位优秀的电影人
，也是一个好父亲；而至于黎北海，他承认他是一个先驱，但是个坏脾气的花花公子

根据李以庄和周承人两位学者的了解，关文清晚年只出了一本回忆录，就是1976年的《中国银坛外史
》，罗卡先生在这一页里注明了其他两个《中国银坛外史》的出处，但独不注这一条，用意何在？抑
或回忆录里根本就没有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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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跨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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