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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影视艺术，辉煌灿烂的神奇殿堂。她实现着人们的梦想，展示着世界
的光怪陆离，揭示着生活的哲理，凝聚着智慧的结晶。而编导，正是影视殿
堂的设计师和工程师。有志于从事编导事业的读者们，本书将为你开启一
扇通向影视艺术殿堂的大门！

《编导专业基础教程》凝聚了编者多年的学习心得和教学经验，内容丰
富，观点深刻，实用性强。本书是一本全面系统地介绍戏剧影视学基础知
识和技能的教程，有着完整的知识体系，既是很好的影视艺术类高考学生
的专业辅导教程，又可作为高校传媒相关专业的实用教材，也可以供从事
媒体工作的相关人士阅读参考。

本书以编者的学习和教学积累为基础，以权威的参考书为保障，纠正
了一般参考书中的某些偏颇和错误之处，做到知识丰富、精准，体例完备、
系统，主次分明，叙述清楚，学习者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

概括起来，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综合性强。本书综合了文艺、电影、电视、戏剧发展史等基础课

程知识，也综合了叙事散文、故事和影评等编导专业能力课程知识，还综合
了广告策划、电视栏目策划等实用性课程知识。为了方便学习，编者还花
费大量时间撰写了很多的总结性附录和知识链接，使读者一目了然，以加
强记忆效果。

第二，权威性强。本书由南京大学电影学博士主编，结合从事影视艺
术创作和研究十几年的经验之长，力求做到权威经典，经得起推敲。

第三，科学性强。本书力求与最正统的研究接轨，给学生以正确的入
门指引。本书的内容力求做到科学性和准确性相结合。例如电影史的划
分和运动的命名，影评部分的深入辨析，故事和散文方面的各项主张，都力
求具有科学的意义。

第四，精练完整，重点突出。本书语言精练，重点突出，适合学习，利于记
忆，帮助读者打造良好的知识框架，为进一步学习其他专业课程打好基础。

预祝考生金榜题名，预祝有志于从事影视编导事业的读者前途光明！
由于时间仓促，其中不尽人意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曲德煊
２０１２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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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电影电视广播发展史

第一节　中国电影史

一、中国电影史上的拓荒期

电影诞生于１８９５年１２月２８日。“西洋影戏”在中国的首次放映是在１８９６年８月，在上
海徐园的“又一村”。１９０８年雷玛斯搭建了上海第一家专门的电影院———虹口大戏院。１９０５
年北京丰泰照相馆老板任庆泰拍摄了由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揭开了中国电影制片的第一
幕。该剧是一个戏曲纪录片，拍摄了请缨、舞刀、交锋等几个做、打的片段。但是电影制作中心
不在北京而在上海。

１９１３年，张石川、郑正秋①等在上海创办的新民公司拍摄了《难夫难妻》（开创了“家庭伦理
剧模式”），这是我国的第一部短故事片。黎民伟②等人在香港创办的人我镜剧社拍摄的《庄子
试妻》是香港最早的短故事片，严姗姗（黎民伟之妻）是中国第一位女演员。

１９１７年，商务印书馆成立活动影戏部，标志着中国电影制片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
同于之前“亚细亚公司”的外资背景和“幻仙公司”的投机性质，“商务”活动影戏部自资经营，具
有相当的技术基础和规模，有比较明确的制片设想和管理制度，它的成立是中国电影产业规模
经营的开始。１９２０年，“商务”活动影戏部给梅兰芳拍摄了戏曲片《春香闹学》《天女散花》，

１９２１年它推出了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由任彭年导演，长达十本（每本时长９－１０分
钟）。

１９２２年，张石川、郑正秋创办了明星公司，同年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劳工之爱
情》是中国电影资料馆保留下来年代最早的影片。１９２３年，他们拍摄的《孤儿救祖记》是第一
部比较成熟的具有本民族意识的电影。从此，中国电影走向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发展道路。

早期导演还有热衷易卜生问题剧的侯曜，拍摄了《弃妇》《一串珍珠》等剧。有唯美派的但
杜宇和史东山，他们都是特别讲究电影的画面之美。

二、中国电影史上的发展期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电影蓬勃发展的时期。此时，明星公司、天一公司和联华公司
三大电影公司鼎足而立，并且出现了第一次商业片高潮（古装、武侠、武侠神怪）和第一次真正
的电影高潮（左翼电影运动）。

①
②

郑正秋被称为“中国电影之父”。

黎民伟被称为“中国纪录片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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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公司侧重旧式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重视电影的社会教化功能，以儒家思想为内核。
天一公司由邵氏兄弟的老大邵醉翁创办，是一个主要拍摄宣传旧思想、追求噱头刺激的商业片
的公司，但是很有市场，后来几经辗转，由老六邵逸夫接手改名为邵氏兄弟公司，长期独霸香港
影视界，直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嘉禾电影公司以李小龙的功夫片兴起，才结束这种局面。

联华公司由罗明佑创办，由留学回国的洪深、孙瑜等主创，宣传新式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思
想，受到西方影响很深，属于新派。

此时，早期类型片出现。主要是古装片、武侠片、武侠神怪片、喜剧片和歌舞片等。２０世
纪２０年代后期，相继出现了大量的古装片、武侠片、武侠神怪片，如《女侠李飞飞》《立地成佛》
等，尤其以郑正秋编剧第一集的《火烧红莲寺》影响最大。《火烧红莲寺》前后十八集，由其他公
司跟进。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壮观的商业片高峰。

１９３１年，有声片《歌女红牡丹》出现了。由洪深编剧，张石川导演。事实上，这部用蜡盘发
声的影片还不是真正的完整有声片。１９３４年，由应云卫导演，袁牧之编剧的《桃李劫》被认为
是第一部完整的按照有声片规律创作的有声片。１９３５年，袁牧之编剧导演的《都市风光》是中
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

（一）左翼电影
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紧，逃避现实的影片越来越不受欢迎。中国共产党的电影小组进

入各大电影公司拍片，宣传抗日救亡，揭示社会矛盾，反映阶级斗争，真正地把现实主义精神带
入中国电影。这次成就巨大的电影运动叫左翼电影运动，也被叫做新兴电影运动。明星电影
公司是最早邀请左翼人士拍片的电影公司。

夏衍是这场运动主要的编剧。他编剧了《狂流》（程步高导演）、《春蚕》（程步高导演）、《上
海２４小时》（沈西苓导演）、《压岁钱》（张石川导演）等。《狂流》是第一部左翼电影。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左翼电影最擅长运用对比蒙太奇来反映社会阶级的矛盾斗争，揭露不
公平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对比蒙太奇的运用对于批判现实很有好处。《上海２４小时》和《压岁
钱》都是用对比蒙太奇贯穿始终的。

蔡楚生是郑正秋的学生，也是第二代导演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渔光曲》１９３５年获得在
莫斯科举办的一个电影节的荣誉奖，①这是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中国影片。

吴永刚编剧和导演的默片《神女》由阮玲玉主演，成为中国默片的巅峰。
沈西苓导演的《十字街头》、袁牧之导演的《马路天使》都是左翼电影的杰作，是至今看来都

不过时的影片。
郑正秋后期创作的经典《姊妹花》是根据其舞台剧《贵人与犯人》改编而成的。由胡蝶一个

人扮演剧中的姐妹二人，是一部反映社会阶级问题的电影。
田汉编剧的《三个摩登女性》的主题是反映阶级矛盾和表现民族抵抗。《风云儿女》是田汉

编剧的另一部表现民族反抗主题的作品，插曲是《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

１９４９年，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随着“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左翼电影进入国防电影时期。费穆的寓言影片《狼山喋血

① 这里的电影节并非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真正的莫斯科电影节创办于１９５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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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通常被认为是第一部国防电影。著名的国防电影如史东山的《保卫我们的土地》，何非光的
《东亚之光》，应云卫导演、阳翰笙编剧的《八百壮士》等。

抗战时期，“延安电影团”是人民电影事业的真正意义上的起点。１９４３年２月，“延安电影
团”完成了大型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的创作。在国民党统治区，史东山编导了《保卫
我们的土地》《好丈夫》《胜利进行曲》《还我故乡》等四部抗战题材的影片。

（二）孤岛电影
孤岛电影指的是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１年上海英法租界内的电影，是第二次商业片高峰。太平

洋战争爆发后，英法租界也被日军占领，孤岛电影就不复存在了。
孤岛电影的特点：

１．产量高。每年大约拍摄６０部。

２．类型多。武侠、言情、喜剧、恐怖无所不有。由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三兄弟创作的动
画片《铁扇公主》是第一部大型动画片。

３．效益好。例如《貂蝉》连映７０天，《木兰从军》连映８５天，取得了很高的商业和社会价
值。

４．借古喻今，没有失去民族气节。《木兰从军》《明末遗恨》《苏武牧羊》等都是鼓舞民族气
节的影片。

（三）伪满洲映画协会
日本人在沦陷区成立了“伪满映”，造就了李香兰等演员。他们企图从思想上维护伪满洲

国统治，其设备在当时的亚洲是一流的。这些设备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物质
基础。

三、中国电影史上的成熟期

抗战结束后到解放战争时期（１９４６～１９４９年），电影杰作迭出，是中国电影的成熟时期，是
第二次真正的高峰。上海的昆仑和文华两大公司为其代表。

昆仑公司主要由重庆归来的进步电影人士组成。著名影片有：史诗大片《一江春水向东
流》，由蔡楚生、郑君里编导；《八千里路云和月》，由史东山编导；《乌鸦与麻雀》，由陈白尘编剧，
郑君里导演；《万家灯火》，由阳翰笙编剧，沈浮导演；《三毛流浪记》，由张乐平漫画改编等。以
《万家灯火》为代表形成了一个“心理现实主义”的创作流派。其表现手法现在看来都是毫不过
时的。

文华公司侧重人情剧的创作，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受到知识分子的喜爱。由桑弧导演、
著名作家张爱玲编剧的《太太万岁》《不了情》《哀乐中年》三部影片以细腻含蓄取胜。黄佐临的
电影《假凤虚凰》在当时非常著名，尤其是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是把现代电影意识和东方美
学结合的典范，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电影的高峰。

四、十七年电影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的电影（１９４９～１９６６年），刚好十七年，所以称为十七年电影。
（一）１９４９～１９５９年，进步明显的十年
新中国成立以前，抗战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于１９４６年把“伪满映”改造为东北电影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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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是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厂，１９５５年改名长春电影制片厂。

１９４９年于敏编剧，王滨导演的《桥》是第一部以工人为主人公的影片，也可以认为是新中
国的第一部影片。随后出现的《中华女儿》（凌子风导演）①、《白毛女》（王滨，水华导演）②、《赵
一曼》、《上饶集中营》等都是革命题材优秀影片。贯穿了“两结合思想”，即毛泽东主席提出的
“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结合”。但是，１９５１年批判了孙瑜导演的影片《武训传》，
政治气氛随之紧张起来。随后几年只有《南征北战》（成荫、汤晓丹导演）等好一些。１９５６年，
毛泽东同志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促进了电影事业的发展。此后一直到

１９５９年国庆十周年献礼期间，是新中国第一个影片创作高峰。
这一时期著名的影片有：《渡江侦察记》（汤晓丹导演），《上甘岭》（沙蒙导演，抗美援朝最优

秀电影），《祝福》（桑弧导演的我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柳堡的故事》（我国第一位女导演王苹
打造的第一部革命爱情片），《女篮五号》（大导演谢晋的成名作），《铁道游击队》（知侠小说，赵
明导演）。

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由桑弧导演，被卓别林誉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是新
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

１９５９年国庆十周年的献礼片蔚为大观。郑君里导演的《林则徐》和《聂耳》由著名的表演
艺术家赵丹主演，十分成功；《青春之歌》由崔嵬导演，由谢芳主演林道静形象；爱情喜剧片《五
朵金花》是王家乙的著名作品；《林家铺子》由茅盾作品改编，水华导演；《老兵新传》由大导演沈
浮执导，李准编剧，是我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故事片。

（二）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６６年，曲折前进的七年
进入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国内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制约令电影发展几经周折。但是电影

艺术的总体水平没有下降，导演们还是越来越好地掌握了电影艺术特点，创作了大量优秀制
作。例如：《甲午风云》（林农导演）、《李双双》（李准编剧，鲁韧导演）、《小兵张嘎》（崔嵬导演）、
《早春二月》（柔石原著，谢铁骊导演，著名文艺片）、《舞台姐妹》（谢晋导演），这些影片形成了新
中国电影的第二个高峰。

五、“文革”的样板戏

“文革”时期的八个样板戏：京剧《沙家浜》《龙江颂》《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海港》《智取威
虎山》，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其中最著名的是三个京剧《智取威虎山》《沙家浜》
《红灯记》。

六、新时期的中国电影（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

“文革”结束后，中国电影的第四代导演登上历史舞台。他们都曾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所
以反思“文革”首当其冲，那一时期创作的反思“文革”的电影被称为伤痕电影。另外，还有反思

①
②

有的书上写成了《中华儿女》，这是错误的，《中华儿女》是１９３９年沈西苓导演的电影。

１９４５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了歌剧《白毛女》，由贺敬之、丁毅执笔，是第一部民族新歌剧。１９５８年由马少
波等改编成京剧。１９６４年，由贺敬之、丁毅执笔再次改编为芭蕾舞剧，成为“文革”八大样板戏之一。１９７０年，由桑弧导演成
为芭蕾舞剧电影，是当时著名的样板戏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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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生活的电影，被称为反思电影。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电影创作十分繁荣，出现了五世同堂的大好局面，并且最终走向了世界。

８０年代是中国电影真正的黄金时期。
第二代导演的汤晓丹于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３年执导了《傲蕾·一兰》《廖仲恺》等影片。

第三代导演谢晋的最好的作品都是此时出现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
《芙蓉镇》等影片奠定了谢晋在中国电影史的地位。

第四代导演脱颖而出。主体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生。他们提出中国电
影要“丢掉戏剧的拐杖”，打破戏剧式结构，提倡纪实性，追求质朴自然的风格和开放式结构，注
重主题与人物的意义性，从生活中、从凡人小事中去挖掘社会与人生的哲理。主要代表人物有
吴贻弓、吴天明、张暖忻、滕文骥、郑洞天、谢飞、胡柄榴、丁荫楠、陆小雅、颜学恕、黄蜀芹、杨延
晋、王好为、王君正等。

理论方面，他们的主要成就在于引进了法国巴赞的纪实主义电影美学，主张用长镜头和景
深镜头营造真实感，反映真实生活，纠正“文革”电影的假大空问题。李陀和张暖忻的《论电影
语言的现代化》集中介绍了巴赞的理论。

１９８４年，张军钊导演的《一个和八个》标志着第五代导演登上历史舞台。陈凯歌导演、张
艺谋摄影的《黄土地》引起轰动，令第五代导演真正被国人认知。中国第五代电影的出现，狂飙
式地改变了中国电影的面貌。最突出的一点，是在电影作品视觉表现的思维张力上和叙事表
现的情感力度上，与所有此前的中国电影明显地拉开了距离，使中国电影在审美形态、艺术形
态和文化形态上都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在中外影坛上造成了一种强烈的冲击波。其次，第五代
电影所造成的国际影响几乎是跨越性地提升了中国电影的国际地位，强有力地推动了世界对
中国电影的了解。中国电影有今日的国际地位，不能不说与第五代电影的成绩有着很大的关
系，这种影响同时也加强了世界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了解，对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不可估量的
影响。再次，中国第五代电影标志性地体现了中国电影专业教育的突出成果，第五代是接受过
系统的电影高等专业教育的第二代，但却是广泛接受国际电影艺术思潮影响的第一代。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登上电影舞台的第六代导演，他们大多是６０后生人，９０年代初期毕业于
北京电影学院。基本上没有受过“文革”的影响，即使受到一些，也只是孩提时代的印象性记
忆，并不存在受到压抑的切肤之痛；中学时代至长大成人时期正值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重大变
革时期，旧体制、旧观念的消融与崩溃，各种新潮思想、观念的发生与建立，伴随着他们成长，这
就决定了他们对传统和一切旧事物，习惯于站在怀疑和审视的立场上；他们遭遇了在２０世纪
八九十年代经济转轨给社会带来的剧痛，同时也经历了电影从所谓神圣的艺术走入日常生活，
还原为一种文化消费产品的无奈。代表导演包括张元、王小帅、娄烨、路学长、管虎、贾樟柯、王
全安、李杨等。他们大多极度追求影像本体，偏执于写实形态，关注草根人群，少数走在商业路
线上，典型特征是“叛逆与反思”。他们的美学是以纪实主义美学为基础的，典型的风格是纪实
主义风格。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大量长镜头、景深镜头、固定机位镜头、噪音、非职业演
员、方言等标志。

新世纪电影的主要现象是大片化，追求视觉奇观效应。２００２年张艺谋拍摄的我国第一部
耗资过亿的武侠大片《英雄》，为我国开创了大片时代。所谓大片，是大导演、大明星、大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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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票房、高科技、高震撼的“三大三高”影片。主要大片有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
带黄金甲》《金陵十三钗》、陈凯歌的《无极》《赵氏孤儿》、吴宇森的《赤壁》、冯小刚的《夜宴》《集
结号》《唐山大地震》、姜文的《让子弹飞》等。

七、中国六代重点导演和影片

中国电影导演按辈分划分“代”的起源有几种说法。郑洞天回忆，在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召开的
一个国产新片研讨会上，《黄土地》第一次亮相，有人撰文指出“师承关系”，成为分代的开端。

按照较为公认的说法，郑正秋、张石川、但杜宇、杨小仲、邵醉翁、洪深等中国电影早期开拓人是
第一代导演，第二代则包括蔡楚生、郑君里、费穆、吴永刚、张骏祥、桑弧、汤晓丹、孙瑜等上世纪
三四十年代的导演，第三代是１９４９年后开始活跃的水华、谢晋、成荫、谢铁骊、崔嵬、凌子风等
导演，第四代主要是６０年代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学生，７０年代末８０年初登上影坛。第五
代是对中国１９８０年代崛起的一个导演群体的总称，并在国际上获得声誉。第五代导演的成员
包括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黄建新、张军钊、吴子牛等。第六代导演一般是指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中、后期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９０年代后执导电影的一批年轻的导演。除此之外，还有

２０００年后的新生代导演陆川、宁浩、徐静蕾等。
（一）第一代导演
郑正秋：代表作有《难夫难妻》《孤儿救祖记》《火烧红莲寺》《玉梨魂》《姊妹花》。

张石川：代表作有《难夫难妻》《黑籍冤魂》（第一部揭露鸦片危害的影片）《孤儿救祖记》《火
烧红莲寺》《歌女红牡丹》。

侯曜：长城画片公司导演，代表作有《弃妇》《春闺梦里人》等。
邵醉翁：天一公司老板，擅长导演古装片和武侠片，如《立地成佛》《白蛇传》《梁祝痛史》《乾

隆游江南》等。
（二）第二代导演
蔡楚生：处女作是《南国之春》，其余的优秀作品有《渔光曲》《新女性》《一江春水向东流》

等。
郑君里：独立执导了《乌鸦与麻雀》《林则徐》《聂耳》《枯木逢春》，合导《一江春水向东流》。
袁牧之：１９３５年他自编自导自演了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１９３７年，他编剧、

导演的《马路天使》上映，在艺术手法和思想内容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被誉为“中国影坛上
的一朵奇葩”。袁牧之还是著名电影《桃李劫》的编剧。

费穆：代表作有《香雪海》《狼山喋血记》《小城之春》。其中《小城之春》是世界电影史上的
经典之作，中国电影界一致公认的经典性作品，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心理写实主义。它是比
较完整的诗化电影，“放射出让人目眩心惊的光芒”。香港电影评论界将其推选为“有史以来中
国最佳电影”，著名导演张艺谋称自己最喜欢的中国电影就是《小城之春》。编剧李天济认为费
穆的意境来自苏轼的《蝶恋花》，哀怨感伤、黯淡惆怅的情绪造就了其淡墨山水小品的意境。

吴永刚：代表作《神女》为中国无声片巅峰。１９８０年与吴贻弓联合导演的《巴山夜雨》是他
的艺术高峰。

张骏祥：改编或导演了《胜利重逢》《翠岗红旗》《鸡毛信》《白求恩大夫》《燎原》《大庆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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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影片。其中，《翠岗红旗》《鸡毛信》获我国文化部１９４９～１９５５年优秀故事影片奖。曾出版论
文集《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影事琐议》。

桑弧：一个文人气质很浓的导演。由他导演、张爱玲编剧的影片《哀乐中年》《不了情》《太
太万岁》成为电影史上独树一帜的作品。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导演了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
台》、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祝福》、芭蕾舞剧《白毛女》、茅盾的《子夜》等影片。

汤晓丹：代表作有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导演的《渡江侦察记》，新时期导演的《傲蕾·一兰》等。
孙瑜：号称“银幕诗人”，其代表作《野草闲花》里面出现了中国第一部电影插曲《寻兄词》。

孙瑜最早使用了升降机拍摄影片。新中国成立后执导的影片《武训传》遭到批判。
石挥：因改编老舍的同名小说《我这一辈子》而闻名。
（三）第三代导演
谢晋：第三代导演的领军人物。谢晋因导演影片《女篮五号》成名；随后，他执导的《红色娘

子军》１９６２年获第一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舞台姐妹》，１９８０年获第２４届
伦敦国际电影节英国电影学会年度奖；《天云山传奇》，１９８１年获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
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牧马人》，１９８３年获第六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高山下的花
环》，１９８５年获第八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芙蓉镇》，１９８７年获第十届电影百花奖和第
七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１９９７年拍摄史诗巨片《鸦片战争》。

谢铁骊：《早春二月》改编自柔石的《二月》，《金秋桂花迟》改编自郁达夫的《迟桂花》。导演
电影版《红楼梦》。“文革”时期导演电影《智取威虎山》和《红色娘子军》等。

崔嵬：因导演《老兵新传》《小兵张嘎》和《青春之歌》而闻名。

凌子风：代表作有《中华女儿》《骆驼祥子》《春桃》。
水华：导演的著名影片有《白毛女》（与王滨合作）、《土地》、《林家铺子》、《革命家庭》（与夏

衍合作编剧）、《伤逝》、《烈火中永生》等。
（四）第四代导演
谢飞：湖南宁乡人，１９４２年出生于延安，１９６５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是第四代导演中最

有成就和有国际影响的导演之一。其代表作品有《本命年》《香魂女》和《黑骏马》等。他的电影
受商业化倾向影响较少，娱乐因素很少，保持着一贯的严肃风格。他的电影体现的是在大自然
的慰藉下人性的复苏，人的心灵创伤和苦难的消解，生命意识和人格理想的重新振奋，透露出
浓郁的民族意味和东方气质，引起欧美电影界关注。

吴贻弓：１９３８年出生，浙江杭州人，１９６０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他的影片和谐地
运用电影艺术语言，深入细腻地刻画人物的思想情感，塑造了富有特色的人物，洋溢着浓郁的
生活气息和真实的历史感，饱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１９８０年与第二代导演吴永刚联合执导的
《巴山夜雨》获１９８１年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城南旧事》获１９８３年第三届中
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城南旧事》为中国的散文电影提供了一个难以企及的范本。

黄蜀芹：１９３９年出生，广东番禺人，１９６４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代表作有《人·鬼·情》
《青春万岁》等。

吴天明：１９７９年与滕文骥联合执导《生活的颤音》崛起影坛，以独立执导《没有航标的河
流》而受人注目。深厚的文学造诣、对电影艺术经验的深厚积累、浓重的民族情感、强烈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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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感，成就了吴天明电影质朴而凝重的独特风格。《人生》（路遥原著，主人公高加林）、《老
井》（张艺谋摄影和主演）真实再现了中国北方山村的生活情况。

翟俊杰：《大决战·辽沈战役》（上、下）、《大决战·平津战役》（上、下）、《大决战·淮海战
役》（上、下）、《金沙水拍》、《长征》等。

郑洞天：学者，导演。代表作《邻居》。
张暖忻：代表作《青春祭》《沙鸥》，主要运用长镜头实现纪实主义风格。
杨延晋：代表作《苦恼人的笑》《小街》。尤其是后者，是一首令人感动的清丽的小诗，体现

了第四代的诗意味道。

第四代导演的主要特点：（１）中国电影第四代导演是中国第一代影人电影导演。影人电影
的概念是由香港大学中文系黄继持教授于１９８３年提出来的。黄教授同时提出了三个概念：
“戏人电影”、“文人电影”和“影人电影”。他把郑正秋等人的电影称之为“戏人电影”，原因是
“受到文明戏与戏曲的巨大影响”。他把左翼文艺工作者编导的电影称之为“文人电影”，第四
代导演的主体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生，是中国真正的第一代影人电影。（２）
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３）诗电影传统。中国历史、中国革命乃至中国的现代
化进程，通过第四代导演之手和诗人情怀前所未有地被提升到诗意化和浪漫化的高度。谢飞
导演的《我们的田野》特别有代表性，把一段本来沉重的知青故事，表现得壮丽如诗。《孙中山》
《周恩来》《邓小平》《重庆谈判》《开国大典》《平津战役》《大转折》也是如此。

（五）第五代导演
张艺谋：陕西省西安人，中国电影导演，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在电影学院学的是摄

影专业。张艺谋是迄今为止中国在国际影坛最具影响力的导演，曾多次荣获国际电影节大奖
并成功执导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其代表作《红高粱》被认为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新开始，《英
雄》则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大片时代。

１．摄影

１９８４年：在张军钊导演的影片《一个和八个》中担任摄影师。以其大胆的构图、独特的镜
头设计获１９８４年中国电影优秀摄影奖。

１９８４年：在陈凯歌导演的影片《黄土地》中担任摄影师，充分调动摄影手段，以独特的造型
表现出黄土高原的拙朴浑厚，于１９８５年获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后在陈凯歌导
演的影片《大阅兵》中担任摄影师。主演吴天明导演的影片《老井》，表演质朴、准确，同年获第
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成为我国第一位Ａ级国际电影节影帝。

２．导演

１９８７年：导演影片《红高粱》，以浓烈的色彩、豪放的风格，颂扬中华民族激扬昂奋的民族
精神，融叙事与抒情、写实与写意于一炉，发挥了电影语言的独特魅力。他于１９８８年获第８届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十一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３８届西柏林国际电影
节最佳故事片金熊奖，第５届津巴布韦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故事片真实新
颖奖。

１９９０年：与杨凤良合作导演影片《菊豆》，获美国第６３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

１９９１年：导演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影片获美国第６４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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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在国内，影片获第１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女主角奖（巩俐）。

１９９２年：导演影片《秋菊打官司》，采取了纪实风格、偷拍，大量采用非职业演员的半纪录
片手法，真实反映了当代中国农村的面貌。影片获意大利第４９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高
奖———金狮奖，女主角巩俐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

１９９４年：导演影片《活着》，用黑色幽默的方式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嬉笑怒骂的讽刺和批判，
被观众和影评人普遍推崇为张艺谋最优秀的作品。《活着》是张艺谋迄今唯一被禁的影片，却
在国际上赢得了空前的荣誉。

１９９５年：导演影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被美国纽约《电影杂志》评选为１９９５年度世界
十佳影片第一名。

１９９６年：导演影片《有话好好说》。

１９９８年：导演影片《一个都不能少》，影片反映了中国农村教育的现状，是张艺谋唯一完全
采用非职业演员的作品。影片获第５６届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金狮奖。

１９９９年：导演影片《我的父亲母亲》，这是张艺谋一部唯美、深情、感人的爱情片，该片获第

５０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银熊奖。

２０００年：导演影片《幸福时光》，由赵本山、董洁主演。

２００２年：导演影片《英雄》，这是张艺谋第一部古装商业大片。

２００４年：导演影片《十面埋伏》。

２００５年：导演影片《千里走单骑》。

２００６年：导演影片《满城尽带黄金甲》。

２００８年：执导第２９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且执导鸟巢版歌剧《图兰朵》。

２００９年：导演影片《三枪拍案惊奇》。

２０１０年：导演影片《山楂树之恋》，该片创造了中国电影文艺片最高票房纪录。

２０１１年：导演影片《金陵十三钗》。
陈凯歌：其导演的作品有《黄土地》（１９８４年）、《强行起飞》（１９８６年）、《大阅兵》（１９８７年）、

《孩子王》、《边走边唱》、《霸王别姬》（１９９１年）、《风月》（１９９３年）、《荆轲刺秦王》（１９９６年）、《致
命温柔》（１９９８年）、《无极》（２００２年）、《梅兰芳》（２００５年）、《赵氏孤儿》（２００８年）、《搜索》（２０１０
年），其中１９９４年《霸王别姬》得到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也是华语片中唯一得到金棕榈奖
的影片。

田壮壮：导演《盗马贼》《猎场扎撒》《小城之春》《吴清源》《蓝风筝》等。
吴子牛：导演《晚钟》《喋血黑谷》等。
何平：导演《炮打双灯》等。

黄建新：导演《黑炮事件》（黑色幽默电影）《背靠背，脸对脸》《站直啰，别趴下》《建国大业》
《建党伟业》等。

李少红：导演电影《血色清晨》、电视剧《橘子红了》《大明宫词》和新版《红楼梦》等。

张军钊：由他执导的《一个和八个》被誉为第五代导演的第一部电影。
张建亚：导演电影《三毛从军记》。
冯小宁：艺术化战争片的著名导演。由他执导的《红河谷》《举起手来》《紫日》是有名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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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三部曲。
（六）第六代导演
管虎：由他执导的《头发乱了》通常被认为是第六代的发轫之作。

路学长：《长大成人》很有感染力。第六代的代表作之一。
贾樟柯：近年来十分活跃的导演，在艺术片领域有影响。他执导的《小武》《站台》《任逍遥》

《世界》《三峡好人》《海上传奇》都是不错的电影。其中《三峡好人》获得威尼斯金狮奖。
王小帅：出道很早，是很有影响力的第六代导演。知名的影片有《冬春的日子》、《扁担·姑

娘》（１９９８年）、《梦幻田园》（１９９９年）、《十七岁的单车》（２００１年）、《青红》（２００５）、《日照重庆》
（２００９）。

张元：《北京杂种》《东宫西宫》《过年回家》《绿茶》。

李杨：《盲井》《盲山》。
王全安：《图雅的婚事》，获柏林电影片金熊奖。
张扬：《爱情麻辣烫》《洗澡》。
娄烨：《周末情人》《苏州河》《紫蝴蝶》。
章明：《巫山云雨》。
（七）新生代导演
陆川：新生代导演。《寻枪》是他的成名作。由他执导的反映保护藏羚羊的《可可西里》、反

映南京大屠杀的《南京！南京》以及最近的影片《王的盛宴》，都广受好评。
宁浩：执导《绿草地》《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
徐静蕾：执导《我和爸爸》《杜拉拉升职记》。
（八）内地其他著名导演
冯小刚：１９５８年出生于北京。中国电影导演，编剧。冯小刚作品风格以京味儿喜剧著称，

擅长商业片，在业界享有“贺岁片之父”的美誉。其导演过的电影总票房超过２０亿，是中国内
地最具有电影票房号召力的导演之一。近年主要电影作品有：《甲方乙方》《集结号》《大腕》《非
诚勿扰》《唐山大地震》等。导演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一地鸡毛》，是我国第一部系列喜剧
《编辑部的故事》的编剧之一。

姜文：他的四部电影各具特色，是中国最有才华、最有特色的导演之一。他的电影较为难
懂，很有电影作者独特的意味，充满魔幻现实主义色彩。按照前后顺序，他的影片依次是《阳光
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让子弹飞》。他也是中国最著名的男演员之一，他主
演的作品有《末代皇后》（处女作），《本命年》《红高粱》《芙蓉镇》《寻枪》等。

顾长卫：被誉为“中国第一摄影师”，担任摄影的名片很多，如《孩子王》《红高粱》《菊豆》《霸
王别姬》等，导演的影片有《孔雀》《立春》《最爱》等。

（九）港台著名导演
文章前面提到的六代导演指的是大陆导演，不包括港台导演。港台电影的艺术成就也是

不可忽视的。港台导演在某些方面受到了电影界很高的评价和观众更多的欢迎。

１．香港的武侠片
邵逸夫主持的邵氏兄弟公司拍摄了大量武侠片，很多极其精彩，如《达摩祖师》《神刀》《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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