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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厉震林教授的新作《电影的转身——中国电影的现代化运动及其文化阐释》，是一部既有历史回顾又
具文化阐释的电影专著。
它不但对新时期以来的电影文化思潮、电影本体演变和电影产业状况进行深入而精炼的分析，而且，
对电影批评及电影实践诸方面亦均有论述。
这是一部具备多视点又实现整合性论述的电影文化著作，对20世纪80年代直至新世纪之初的中国电影
现代化运动作出了独特的、具有学术意义的阐述。
厉震林教授是上海戏剧学院长期从事电影、戏剧理论教学和研究的学者。
在演员文化和导演文化理论方面著作丰厚、自成一家。
在电影和戏剧评论方面，亦多有成果、视野广阔。
这一切的理论造诣都跟他运用文化分析、文化阐释的整合性研究方法有关。
厉震林教授在本书中展现的既有多方面涉猎，又有贯穿性文化分析的电影论述，就是这一特点的证明
。
在论述中国电影第四代、第五代直至第六代导演的文化断层和文化继承的关系上，厉震林教授将作者
论和电影语言论融会一炉，进行历史文化审视和电影本体演变的综合分析，既描述出了社会政治演变
及意识形态转型带来的电影作者群体的历史定位，也实现了电影语言革新在不同代际导演身上的历史
印记。
现代电影运动形成的思想主旨和电影艺术特点，历来是思潮导向和语言革新共同汇成的；法国新浪潮
如此，德国新电影如此，中国20世纪80年代电影现代化运动也是如此。
厉震林教授的“电影的转身”的立论，正反映了符合中国国情，又与世界电影历次艺术运动大致相同
的艺术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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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厉震林教授的新作《电影的转身：中国电影的现代化运动及其文化阐释》，是一部既有历史回顾
又具文化阐释的电影专著。
它不但对新时期以来的电影文化思潮、电影本体演变和电影产业状况进行深入而精炼的分析，而且，
对电影批评及电影实践诸方面亦均有论述。
这是一部具备多视点又实现整合性论述的电影文化著作，对20世纪80年代直至新世纪之初的中国电影
现代化运动作出了独特的、具有学术意义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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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厉震林，1965年生，浙江省东阳市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师从余秋雨教授，是上海戏
剧学院历史上培养的第一位博士和中国历史上培养的第位戏剧戏曲学博士后，上海市“曙光学者”、
“上海市优秀文艺人才奖”获得者：2004年获得教授任职资格，出版学术著作9部，在国内外核心学术
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40余篇，拍摄的电视剧代表作品有《康熙王朝》等多部。
曾任上海市宝山区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副局长、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上海黄河影视有限公司总经理
特别助理，获得国家级和省市级各类学术和创作奖项三十余项，为复且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浙江横
店影视职业学院等多所高校研究员、客座教授和学术委员，任多个国家级学会常务理事和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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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等级／154三、“侧重”和“遇合”的表演准备工作／157四、一种潜台词的表演／160五、表演
的独立精神价值及其活动方式／163六、中国气质的表演关学体系／166第五节 电影性别表演以及偶像
经济／168一、银幕上的性别表演／168二、银幕下的性别表演／178三、媒体的共谋／184四、偶像经
济与性别消费／185第四章 电影文化论／187第一节 电影的思想启蒙与本体美学演变／187一、从人到
心理再到文化的重新发现／187二、技巧美学、纪实美学和影像美学／190三、主题性与本体性的再度
反思／192第二节 电影的人文模式及其东西方对话效应／193一、从边缘到中心的电影语法模式／193二
、伪民俗与古老中国人性／195三、非法的性与浪漫传奇／200四、人文模式的固滞与挑战／203第三节 
“电影新史学”的“审丑”文化批评／204一、权力“系谱学”的考古工作／204二、参与历史排场的
“畸形人”／208三、“边缘人”的精神疗救功能／211第四节 中国电影与奥斯卡／215一、奥斯卡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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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低成本电影的发展国情／235第五章 电影批评论／243第一节 新中国电影评论的两种书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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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电影史／256一、电影理论的历史穿透力／256⋯⋯第六章 电影实践论／279后记／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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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四、“作者电影”的艺术制高点如果说“第四代”电影导演以趋同结构作为标志，“第五代”
电影导演则以求异框架相标榜，形成“相当个人化的作品”。
渗透于题材中的自述性，不论写历史事件或者现实事件，无不凸现出艺术个性和主体折射，使艺术形
象烙刻着“第五代”电影导演心灵的印记，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作者电影”。
这是基于特定时代的必然，标举自我和张扬个性成为普遍的心态。
“第五代”电影导演依据自己的实力，各自抢占艺术的制高点，去寻找只属于他个人的银色梦幻。
陈凯歌的中原“寻根”首先举旗，在这一片滋养过我们民族的土壤上，吐露着对大地母亲的深深眷恋
，而且，从《黄土地》中的翠巧或翠巧一家两代人，到《孩子王》中的老杆或王七桶父子两代人，对
人的思索及民族之根的寻索愈益深化，显示出哲理内涵的思辨风格。
陈凯歌的电影，总置于一个大的政治背景下，在此基础上演义出人的不幸、挣扎和抗争，或隐或约地
显现出政治文化力量对普通人命运的制约作用。
《黄土地》是两千年封建政治文化迫害下的悲剧；《孩子王》更置于“文革”的特殊政治背景，在极
“左”的路线中，视文化如粪土，同时又以这粪土似的文化来压抑人性；《霸王别姬》也把话语故事
的时间界定在本世纪的各种政治风云之中，突出的如抗日、“文革”；《大阅兵》则是构架现代政治
下人与环境、个体与“阅兵方阵”、个性与现代军人素质等颇耐寻味的哲理问题。
这种以政治为直接或相对直接的艺术描写背景，体现了陈凯歌与众不同的主题构架，可以称之为政治
文化电影。
陈凯歌“文革”期间落难于云南，在政治强制不能乱说乱动的同时，却感受到大自然的勃勃生机，于
是，和大自然悄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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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曾有一个传说，二战结束时，一支日本军队躲在一个山洞里，无论美军如何诱降，他们拒不投降。
后来，一个美军士兵想出一个办法，对山洞里的日军喊道，如果你们投降，可以带你们到好莱坞去玩
。
没有想到，过了一会山洞里举起了白旗。
这个似真似假的传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了二十多年。
我想，这就是电影的魅力。
而我自己，也是向电影举白旗的人之一。
高中时期，因为迷恋电影，中途改学文科，少学一年文科，考上了大学，否则，我应该是清华大学或
者浙江大学等学校毕业的理科生；大学毕业以后，因为继续迷恋电影，改行考上了戏剧影视文学专业
的硕士研究生，否则我应该是中央部委或者省级厅局的官员，或者是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硕士
研究生毕业以后，因为坚持走电影的道路，放弃了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机会，来到上海戏剧
学院教授电影课程。
“童年经验”理论认为，一个人在一生中所发生的事情，不管它多么重大，都不能抹杀童年经验的影
响力量，只是人们很少意识到它的存在。
我想，自己走上电影的道路，也应该与童年时期几十遍地观看《侦察兵》、《地雷战》、《地道战》
等电影有关。
它的具体情景，我在《童年方舟——厉震林剧作选》一书的“后记”中有着详细描述。
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密码，甚至是一种神秘的文化宿命，使人别无选择。
在上海戏剧学院担任电影教学工作，已经十六年了。
教授过的学生，已经有多位成为中国影坛一线的电影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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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厉震林教授的新作《电影的转身一中国电影的现代化运动及其文化阐释》，是一部既有历史回顾又具
文化阐释的电影专著。
它不但对新时期以来的电影文化思潮、电影本体演变和电影产业状沉进行深入而精炼的分析，而且，
对电影批评及电影实践诸方面亦均有论述。
这是一部具备多视点又实现整合性论述的电影文化著作，对20世纪80年代直至新世纪之初的中国电影
现代化运动作出了独特的、具有学术意义的阐述。
　　——倪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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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影的转身:中国电影的现代化运动及其文化阐释》是文汇艺术人文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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