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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自电影诞生之日以来，对于电影历史发展研究的书籍可谓繁杂浩瀚，

迥异的陈述方式往往构成人们言说、著作的不同形态。 其中，文字和图片

是两种重要的历史研究途径。 巾国古代史学特别发达。 上下五千年有比较

确切的连续不断的历史记载。 学者郑樵在《通志 · 图谱略 · 索象篇》中所

说"肯之学者，为学有耍，置因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罔.索理于

书。 "由此可知，相对文字记载而言，历史图片以较之文字更为具体直

观、形象生动的资料特征，在时间与空间上鲜活地呈现历史的血脉与枝

叶，展现其不断曲折蜿蜒的流动与ill程 这也是本书以"图"立意的根源

与出发点。 而从电影的本体来看，电影则首先是一种有关活动画面的艺

术，是时间和光影的雕塑。 在这样的背景和文化理解中，画面的形态对于

后来的研究就不可应免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文字的记录形态毕竟是经过

了一次媒介转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巾不可避免地损失了部分原始的精

髓，以文字进行转译，其表层内容和引申意义会有所失真，史料的真实可

信性往往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美术史家巫鸿曾经就美术史研究中存在类似

的问题有过精辟的论证。 他以弗洛依德对摩西像的研究偏差为例，谈到了

这种误用对史学研究所造成的危险。 这一点对于电影史学研究同样具有警

觉作用。 因此.本书许多章节选取、生fU察、寻绎百余年来电影史一隅，大

多采用一些散供不可见或现存不多的静态图片，作为管窥、分析原始影片

以及与影片相关联系统的重要依据，图片具有这样的重要作用特性，图片

的加入，将必然影响研究的走向和结果。 以电影图史和电影罔志的形式，

去作一种复数的小写的历史梳理，力求不遗漏任何可供我们分析的框架内



的重要而复杂的jk间，这无疑可以闹盖足够多的现象、情绪、文尔和，割的

I l!.影 {f (1:的意义往往米 ~I 多向度的政治导向、经济形态、文化思想和|

向以悔索 、 去达.&反映的之体化多吉fI~主义的社会~问 问此.尝试佳构一

种将·屯tg作为被多种 I~I 东决定的 fI:会行为来研究的方法 . ~/示:1\梢，也;在研

究置于j斤史发展的大恪j司巾的宏观思维与基本路径 但这里采取的"以罔

入虫U.&. ..以佟l说虫"的思路 . 是把电影放到特定背景和各种i舌境之巾的小

角度的历史研究策略必观察力-法电这种分析特定现象的独特视点 . 属 F一

种科学和完煌的研究trù:\. 也彩是在历史想象和社会公共空间小发生的，

小角度的电影史、也路运动及其史学凝视与特定观察因此也就被整合进构

成电路主体与象征身份的大历史之『卡 电影是历史进程小时空演变的影像

成就体‘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全球性语境及Jt公共空 ruj . 电影的意义模式构

成始终与社会发展水身 ~/I:多层面相互关联，从而也能从电影辐射到穰个祉

会发展的H、I空形态 所以，作为社会硅构饥制的一种独特呈现l.历史砚野

中电影运动的发展.就具有比且本身而言更)JIl广阔且富有思辨性与if设性

的患义和价伯运用这种历史研究思维. 尝试以用文结合与微观的方式噎

新描俗小|再也彤的历史轮廓，在传统史学:陶注的基础上将创新性、学术性

和岖味性相结合.在影像与n.t代的交叉点上重构各阶段的历史体验和印象，

使之相瓦补充.丰11立印证，相E交织，相信能让读富有 l丰日一新之感

历史小电路的具体ff-(f. 与jJ~赖以非在的周用世界和时代 、 社会主

Iì IJ. 形成一种五千f紧密关联的整体J璋 对历虫文本的叙述，对电影。j~.ì1t 

程的把握与认识.首先是和重视史料 、 史实 . 和重返历史现场的电影发展

业实的寻绎与陈述方式分不斤的.而这个方式的选摔询为根本 在尔归作

活 \7 '1 ' , i:.t ili ..以|￥I ~仓史.，而这个"史"又恰恰突破单纯的电影史.而以

多悦.'立的实 ìlE二达到纵横跨越整个巾同社会的经纬度.包含政治、经济、

文化 、 恩怨等各个层丽，涉及电影史和l程个巾同历史上的重要管件、人物

传赂 、 代灰性注:述 、 11"会变革等重要方面 ， 小的角度刷专题方式叙说评

述结合.配1î数百幅电影和其他相关资料阁片(其r" 相当一部分是í"í次发

灰)，并1m以精心摆就的民rUJ ， 以罔绘虫、以史frI阵图.提娓.ili来、独特的影

像 1m]在被徐徐呈现、为形象 f解中同电影发展的历史进程提供仨富的视觉

付料 此利1 ..以使|说虫"的Jr式，记载 I R96年电影传人 rl'同盯余年米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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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界的一些十分重要却又往往被忽视的历史事件， 无论正面负面 ， 甚

至涉足一些传统电影史研究的禁区，尽{J二探研、 J里苦之列。 换言之， 本书

所做工作重点，是在中国电影的正史录载"庙堂之事"之外.有意识地注意

防求、呈显"庶黎野史"以备览，尽量-以客观公正的历史态度和原典研究形

式将其呈现，尽力以公允的眼光和见识对复杂的史事(包括电影的"正史"

和"碑史.. )进行选择、过滤和叙述.Jt-以力求超越自身局限的立场. 来书

写电影的影像史与学术史，以更为直观的图文并茂的实证方法，将读者带

入历史现场. 体咪中国电影历史的发展状貌平n精神气度 ， 激发读者对于整

体历史研究的更为深人的思考和想象

全书以图证史、说史，分为八章，叙述、研究的历史时段是从 1896年

电影由海外引人至2015年的电影发展史.力求从小写的历史、 h以图论史"的

角度去考察电影这一媒介本身的传播过程.审视电影艺术在现当代中国社会

空间中的向我衍生和演变的过程.对传统的电影史进行补向、修正与拓展。

以一张微小的图片人手，来梳理、印证和l分析'电影从放映、生产到不断变化

的迢远路程，并以此勾联中国电影与政治意识、经济状况、流行文化、 社会

形态等问题的研究，也就是将电影放入大众传播学、历史学和美学等跨学

科的宏大研究范畴内. 以小见大、以图证史. 用一个举重若轻的研究形式、

更具特色与实证思维的历史书写系统.从新颖的视角探寻历史经纬. 更加真

实灵动地描摹电影从植入到建构于中国的整个发展轨迹。

历史视野下的民族电影的文化认同 ， 多生{忡| 会空间共同作用及其交

互主体性的rifú证，为中同电影历史发展开辟了广阔的边路。 电影的本体性

认知 . 是在多纬度历史语境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获得审美能动的变化. 并构

成向己的特殊的历史内涵的。 不断拓展的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同电影与社会

经济的融合愈来愈加强，民族电影艺术成就与影像变革经验，已经融入所

处的历史、传统、时代生活和社会空间的交织关系巾。 本书理解并阐释电

影发展的历史，图文并举，系统阐发，其所包含的独具复数形式的历史内

容 ， 既是对中国电影在一百多年的社会环境与空间中进行前所未有的艺术

转型的记录，同时也是对中国电影在面对历史与现实的挑战所做的曲折发

展和革命性的跨越及所获得的经验的一种反思与探讨。 正如维特根斯坦在

《名理论》的开篇之语中所说，"世界不是事物的总和，而是事实的总和" 严



此但有意避开和1脱离传统的叙述方式 . 不去追求宏大叙事.而是打开新的

视野 . 势力 ió"R作为小l万虫的每一个场景 ， :1在在集萃『也影汇术 ílf专入以来

与现实、时代更迭的-系列历史交叉点，静态罔f像象之|问问的丰扪n互联系干相节运动 .

Fl!.fJ政现!且见~一乎利种t1更Fλ为~，尘k动血好f右右.、 !且」且!s几L有亲丰和n性的动态"也影记忆

场域及I其￡发生的..原，生仨态

影发展历史的个{体本化记忆，ll!构各向的历史体验和l印象，使之'1::发:l:新的

历史兴O_，f二米 .

WJ兰·巳特和巳赞白，l{ï言，照相停滞了时间和生命. 而电影似于-总

是才得时间不断IÌÎIHÞ. }t IÏ 身运动变成了剪辑的连卒，最终形成了叙述 放

'J~电影叙述活动 . 放给人们根本一课 即 : 想象的博物馆同样也是包含内

容的博物馆 电影为我们的历史用添了血肉.赋予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世界

以新的jtf在思维飞 电影阳，ι. 无疑是一座嵌直内容的情料库.对手立们来说.

[Qj在曾纶是jt-仍然是"一面nJ触艇的浅层" (芳找 · 略尔tlh吾).思想与纪

实、视觉性结合，能够lJil.Jfl历史.分才E共同的 ìc忆，它所包含的独特的社

会学，岳义 . 是应该-j~:考虑的

全问说民论短，义芮要反映巾罔电影))j史的由来与过程.篇幅宏大

除我参与各市基本提2弓.丁.作外. J.坛的学生也分别参加各章部分初稿摘件的

写作 具体主要为:第一苹: 丁亚平、文IJ思主j习、张城宁;第二、气、阳市 ·

丁亚平、了珊珊、张白~1; ;第五、六章 : 丁~æ.平、赵品占71 、张斌宁、革芮;

tf~ 七、八市:丁亚、F 、郭小阵、郭芸杉、姚吁吁' 全 IJì初稿的具体编写川乍

在J坛的电影史研究基础 t集合了不少人的努力与合作 在后期我对稿件进

行 f多次修改 作为一部比较全1M、客观地 i己述和|可顾 1 20年来包括大陆、

行湾、?穿港工J也中同电影的发展出进及Jt成就的电影阁志:fF作、叙述浩繁.

吉纣市构 、 编某l且豆 i叶J牛F多仰研f究1砚!组见~ι~}，υ，λ点1.‘

何的写f作乍与J共飞同朽可. ~刮然是一项艰汗的电影史币的搜苦和研究，义何尝

不是一利1交流、对话之快节 |面制暖问!. .ì虚过|画11顿与学习.电路史之J't散

布在心头.比iÌ<.久1!加JÌ<.久，前路肉之照得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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