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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作为档案》

内容概要

自从电影发明以来，人类的历史便有了活动影像的记录，以活动影像为实质的电影成为人类继文字发
明以后的一种革命性的档案形态。《电影作为档案》力图在传统上居于理论统治地位的电影作为艺术
观念之外，挖掘电影的另外一个几乎始终被艺术观念掩盖起来的维度，即电影作为人类活动原始记录
和人类记忆传承工具的档案属性。这种属性甚至比电影作为艺术更加靠近电影的本质，并且也是电影
作为艺术而发展的一个主要基点。《电影作为档案》主要从辨析电影档案与电影艺术档案两个概念的
差异入手，来考究电影档案概念的根源并展示其广阔的理论与实践前景，搭建起作为电影研究与档案
学之间一个交叉学科--电影档案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在这个过程中，《电影作为档案》也详细讨论了
与这个问题关系模糊的图书馆、博物馆的电影收藏与放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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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中国电影资料馆从筹备的一开始就选择了这个词汇。其直接的原因根据中国电影资料馆大事
记.是来源于当时电影系统将“国际电影档案馆联合会”翻译为“国际电影资料馆联合会”，简称“国
资联”。为什么要这样翻译？那时的英文翻译陈守枚已经去世而且在此之前一些电影局文件中的翻译
也无以寻找，以致无法确切地加以考究进而只能推测，但这种选择绝不是没有原因的。第一个推测就
是来源于制片机构或发行机构的影片资料库管理。中国电影资料馆成立初期的收藏基础正是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电影影片材料集中统一保管的长期努力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对于中国电影资料馆建
立前的这段历史，周解在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影片档案管理”一文中有过详细的叙述。这一过程首
先是全面接收和没收敌伪旧影片，然后伴随着电影制片企业的国营化而再次将私营影片转入国营相关
企业中集中保存，此外还有周解文中所没有的各电影发行公司的片库。电影制作发行企业使用“电影
资料”或“影片资料”，据说在1949年以前就有这种习惯。在电影制片企业中，资料部门其实也分为
两个部分：“影片库”和常规的资料管理部门（或我们所说的文图资料）。相对稳定的是常规资料部
门，而影片库的管理归属往往不一，例如“影片素材”的管理常常就归洗印部门。影片仓库不仅保管
自己生产的影片，通常也包括其他制片机构生产的影片。对于成品影片和常规资料来说，最大的用途
正是为了本机构制作人员参考之用，因而这些资料甚至不是“关于电影的资料”，而是电影制作所需
一切资料，其中相当一部分可能与电影行当完全无关，例如文学作品等。在这个环境中，文图资料其
实通常也不被称为“电影资料”。一般私营制片机构的资料部门可能不太正规、甚至没有，但大一点
的制片机构，特别是官营机构都有相当正规的为创作生产人员提供参考资料的活动。例如伪满时期被
建成为亚洲最大制片机构的伪满洲映画协会就不仅保存了大量的文图资料（后来的东北电影制片厂还
成立过图书馆），还有相当收藏规模的影片资料。其中有本公司生产的，也有日本、美国、英国、德
国生产的影片，并且定期向创作人员放映。根据对曾在“满洲映画”末期担任编剧的马寻的访谈，他
作为编剧是不用坐班的，每周只到公司去一次，就是观看公司收藏的各国影片（甚至包括敌对的美英
等国影片），而观众主要是本公司的导演和编剧——这一功能一直到1949年以后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和
长春电影制片厂都继续保持着。在20世纪50年代，在厂内保持两种放映活动：一是给全厂职工放映影
片，主要是其他国产片及苏联电影；二是针对编剧导演的小规模放映活动，放映范围仅受收藏的限
制o，这样的放映活动是那些来自部队、从来没有接触过电影的新中国编导们学习电影制作最主要的
方式之一。这种特定的参考资料功能非常强烈。中国共产党接手后，曾经在国民党的军事压迫下制片
厂被紧急撤离长春迁往兴山9，在搬迁过程中，技术人员、设备和影片资料是最优先搬迁的对象。关
于这样一种“电影资料”的使用方式.我们还可以在1978年的一篇关于最早时期在故事片中塑造毛泽东
形象的文章中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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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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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作为档案》

精彩短评

1、自电影发明以来，以活动影像为实质的电影成为继文字后的一种革命性档案形态。《电影作为档
案》（作者张锦）力图挖掘电影的另外一个几乎始终被艺术观念掩盖起来的维度，即电影作为人类活
动原始记录和人类记忆传承工具的档案属性。本书考究电影档案概念的根源并展示其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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