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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为了建童艺纪念北京电影学院成立60周年吨作为特此编辑的三本书籍之一，

《北京电影学院大事记》简要记述了从 1978年 i 月 113 到 2008年 12 月 31 日我院发生的

重要事件、活动等，为求忠实地反映历史史实，呈现出学院走过的历史足迹。

2、本书以时前先后排序，按年、月、 E 分组排列，无具体日期的排在当月最

后，无具体月份的排在当年最后。每件记事独立成文，以时间为条富。时间问赣焉

一字践表示，如 "2月 5 日一1013 "、 1月 2913-10月 3 日"等。不同时尚韵内

问留空行，桔同时间的商容之间不空!八

3、本书~学院主管部 n及各系〈二辍学院)的lJi 年文书档案记录为佳据噜尽

量使;有原始文字，议保持事件的摞型展现。未经核实或记录有矛盾的事件暂本技

入;涉及有外文的记录，[a无法核对概以原始文字为准。

4、企书笑道题述文体，为求使用规;在住语言，汉字使题《汉字简化方案》中

的简化字，专业用语采用菌家标准GB/T 15769一 1995 ((电影技求术语》及其他有关

智、准中的术语 2 考虑到专业特点，行业用语遵丛约定俗成。

飞全书在一般记叙时出现持数字，除习费j有汉字表示者或特殊需要外哩一律

使现阿拉伯数字 o

6、受编撰时间和条件所提警有些资料先法做到广泛在诲，反复查证，[a此难

免出现错误遗擒。在此表示深深的歉意，并欢i且各界人士指ι 。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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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协力 创建辉煌

张合军

时光蓓尊，往事如烟。

一个六十年爵甲子，对于北京电影学院的发提意味着所走过前提辛与辉煌。

无论;等样的纪念，都不如细心的怀念。

为了庆祝化京电影学院建院 60 题年，经学院党委称号?政研究决定，专 fl 成立

了学院挠志编辑委员会，撰写出殷《北京电影学挠志}} (1996一2008)。商时，重新

整理出版《北京电影学院大事记圳 1978-2008) 和《北京电影学院陀学录>>(1978 级-

2008 级)。

北京电影学院成立于 1950 年。其前身可以追溯到由中央人民政府中央电影局

创办的表演艺术研究所。

1951 年，表潢艺术研究所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文住部电影局电影学校(中央电

影学校) ，开始招生。

1952 年增设了电影各专生专修班，培养新中国电影事韭在耳其干部。 1952 年 9 月，

全国革校挽系调整，将南京金陵大学电影播音专修科、苏曹文化教商学院电先教育

专锋科和苏州提术专科学校功醋专穆特等三校并入，改称为北京电影学校，开设了

电影方面曲 7 个专业，成为 E理由具有电影艺术和技术系科及专业特色的综合电影院

校。
1956 年经国务皖批准，正式更名为北京电影学院，开始挥故本科学生。 1960

年开始接收留学生。

1961 年学院发展到 6 个本科系和 1 个电影制片厂，成为我们留家专门培养电影

业人才、培字11 电影专业人员斡唯一的高等电影教育、教学机掉。

1966 年，由于"文先大革命学院遭遇毁灭性的打击，教学机构彻底痒痪，

教!部被遣散，校舍被 þ 警仅仅在"文革"后期才得~恢复部分敬学和培营11 0 

1978 年，国家'夜复离考，北京电影学院恢复了指生，并帮收了第一崖本科学生。

1983 年，正式开始招收硕士学位研究生。

2000 年，在回家教育体髓改革下，学院或为中央句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



委专院校，由国家产播电影电视恙岛主管，移交至中央与北京市共建、~人?营管理为主

的普通富等学校，成为了她京市市管院校。

2003 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评审通过，北京电影学院被正式

挑准为电影学博士学性授予单住，增费电影学博士点什个研究方商 L 同时，增列

美术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硕士点。 2004年开始招收电影学薄士研究生。

2005 年，导演、摄影、表演、美术四个专韭被审定为北京市本科品牌专业哥时，

在学院的电影学领士点基础上，增到了美术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商个硕士点，并挺

得艺术学一级学科穰士学位授权点资格。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英*学、艺术

学(一辍学科) 4 个模士点 (53 个研究方窍)都已经招品。

2005 年，经菌务院学住委员会、教育部全理艺术硕士专~学位教育指导委虽会

拉准，学院被授予每牧艺术专业硕士 (MFA) 单位，问时，学院也在积辍制造条件，

推动电影学博士后滚动站的建设。

2006 年裙，学院被确定为北京市艺术文住学科群建设的主持单住，牵头开展"

术文化学科群"建设工作。学院费有国家精品课程 i 门，省部级幸毒品理程 1 门，院

提精品课程 10 门;省部级精品教材 2 本，挠级精品教材 7 本。

2007 年，学院通过了居家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钻，挺得了优秀成绩$

2008 年通过了北京市党建思想政治工作达标验校工作评估，获得了优秀成绩。

这个时期的发展，使得学院和学科建设取得了最为重要的成就，成为了学院建

设发展过程中的最好静段。所有这些成绩的攻搏，对我们学挠的发展、教学、建设

是一个极大的促进，更是对我{吕学院全体教骂究员工工作的最大鼓舞和激励。

今天，得冀公认的是:北京电影学院是中国高等艺术院校中最具影哨力和最有

专盖特色的学校之一。北京电影学技是中国电影人才培养的摇篮，是自前中国高等

艺术院校中唯一的电影专生院校，不仅在屋内电影和文住艺求界享有盛替，也是世

界著名的电影艺术高等学府。

在这个黯间￥学晓J3i届党委和行政班子始终认真贯翻党的教育方针、文艺方针，

密如联系国家和学院改革发展的实际，从离等教育规律出发，从艺术教育规律出发，

从电影奇主麓律出发，坚持全军宫发展、又红又专的培养自标，使学院工作得到迅速

的发展，使学院进些年的教学、科研、制作取得了钱异的成就。

{一}教薛改革发展迅猛，舟、学特色鲜明

学院党委在教商思想大讨论鸪过程中，反复呀瑕广大教职工意兔，明确定位于

教学研究型的电影学院，并最终确定了建设世界一流的北京电影学院的长边发展目

标。

学院党委始终扭住改革开兹的机遇，坚持办学特色，不断促进学院的建设，告是

院的各项工作进入了块速发展的时期。

北京电影学院是理商唯一的、直湖和管界规模最大的、最著名的电影专豆豆高等

艺术学府，是新中国电影各类专业人才培养、培训前专门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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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建校以来，就一直在学习、继承、发挥世界电影教育的先进理念和中居钝

秀的艺术教宵传统，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教学体系。建前 60 年来，为中嚣的

电影事业培养了无数的优秀人才，为中国电影走自世界做出了杰出的货献。经过学

院几钱人的不懈努力，办远了中国特色和雷陈水平，已经纪电影学院建成了世界著

名的、最好的电影挠枝，得到了肆由外向行业界的公认。北京电影学提不但融合了

各个回家电影教育的优点，成为电影系科专业最为齐全的电影高等教育机物，还告j

建了数特的中国电影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在人才培养方百取得了饨异的成绪。其

教育教学体系、结构、内容、计题，成为了其他嚣家电影院校和我衍自家电影专业

习的典莲，并为宣传黯家文化形象和电影锚作做出了 3重大贡献。

学院的电影辛苦学科建设和学科住势在国内、器际电影教育中具有法特性 s 其电

影创作、理论专业教学质量在自内和国际具有领先性。在全世界 100 多所电影(电挠)

技求、艺术高等院校中，北京电影学院的校回建设、多学兢模、学科设置、 ø市资力

量、课程设置、教学设奋、艺术创作、研究方舟、人才质量、科研立项、教学求平、

教学管辍、理论成果均名前到茅，在世摔电影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矛扫地位。

经过 60 年的建设和发展，学院建立了科学、完整的学科体系，形成了以本科

教学为主体，涵盖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和继续教育的多基次电影高级专业人才

的培养体系。今天，北京电影学挠已发展成为电影教学设施齐备、专韭设置科学全

面、教学!厚资经栓丰富、课程体系科学充实、人才培养注重最臻、科研制作力盘雄厚、

教育教学成绩斐然、理论研究水平领先、研究成果与办学影响较大的一贯集人才培

、艺术合4千字和理论研究于一体的世界著名电影专业高等院校。

(二)学斡建设不酣加强，教学成绩显藉

院的学科定性准确，坚持以电影学为主，从艺术创作、理论研究、科学校求

和经营管理等方窜，建构完备的中国电影学学科体系，始终贯彻"整体撞进香突出

特色，调整结祷，提升层次，如强1It势，协号毒发展"的学科专业建设持导思想，将

建了 i及重点学科为核心， ~重点学科、重点建设学科、学科群建设和品牌专生相结

的多层次学科专聋体系 g 建立了传统住势学科和社会意需的交叉学料相互补充的机

制，形或了结构合理、优势明豆豆、特色鲜明的学科专业体系。

学院现有 10 今本科教学系、院， 9 斗、本科专业{戏剧影视文学、导演、表演、

摄影、或剥影视美术设计、广告学、录音艺术、会共事业管理、动画)共 29 个专

~方向 z 艺术学一级学科硕士点 1 个号电影常博士点 (4 个研究方向) 1 个§电影学、

广播电视艺术学、英术学、艺术学(一级学科) 4 个硕士点 (53 个研究方向)。同时，

学院有 4 个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部级)本科重点专业、4 卡北京市本科品牌专业、

4 个北京市本科骨干专业，还有 1 号、北京市硕士重点学科和 a 个硕士爱武建设学科。

自普鲁学院建有动黯艺术、录音技术、美术特技和数字电影等 4 个具有重婆影

扭曲方的电影专业实验室，拥有国部、罢内最先进的电影技术设备，参与了重要电影、

电视片的娓作，承扭了国家重要的电影技术和艺术科研项目，其中电影录音技术

3 



验室是全国高校唯一获得国际声音权威 DOLBY 公司资格认证的实验室。

学科建设覆盖了电影产业所有专业领域，并拓展到管理学、传播学、广告学等

相关学科。目前，已经在艺术创作、理论研究、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等方面，构建

了完备的中国电影学学科专业体系$同时协调发展艺术学、美术学和广播电视艺术

学等学科。在学科建设不断加强的过程l中，大力提升学科的层次，使之更加完善和

具有更新的高度。在强化传统的电影学科专业优势的同时，也注意提高和增强学科

的整体实力，积极拓展和建设交叉学科、相关学科，使学院的学科结构更加完善。

学院的教师队伍由国内、国际电影学专业的艺术家、专家、学者、学科带头人

和中青年优秀教师组成，具有比较丰富的电影技术、艺术创作实践经验和成果，在

中国电影领域的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获得过国际、国内电影、

电视创作的多项大奖。很多教师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人民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庆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首都

师范大学、浙江传媒学院、南京艺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中国文化书院等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研究院所聘为博士生导师和客座教授。

(三)科研水平稳步发展，理论研究提高

学院始终高度重视科学研究和艺术创新工作，在教学中，不断把学术理论研究

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同时，也作为建设教学研究型大学和"建设世界一流电影学院"

的重要工作内容和评价指标，以提高学院的整体理论研究水平和学术实力。

为了保证高水平的教学，学院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开展高水平的科研和必

要的艺术创作，培训|和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创作水平，处理好教学、科研与创作

的关系，树立科研和创作为了教学的意识和思想，以制度和政策做保证，把科研和

必要的创作作为教学的支撑，鼓励创作专业的教师进行必要的艺术实践，积累创作

经验，同时规定了对科研和创作成果用于教学的鼓励和考核制度。

学院十分注意与国外电影院校的创作和学术交流，派出大量人员出国，与各个

国家电影院校进行学术访问和专业交流，执行创作、教学合作项目，多次在国内外

举办国际电影教育、创作、理论的学术研讨会，宣读和发表论文。先后在近十个国

家和地区以及多所国外著名大学举办"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电影作品展\与多个国家

和地区电影院校学生合作拍摄纪录片、动画片、故事片等。自 2002 年开始，学院

每年举办"国际影视院校学生作品展在全世界电影高等院校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目前，学院是国家动画教育研究基地、北京影视艺术研究基地和中国儿童电影

研究中心的挂牌单位。配合教学，学院建有电影研究所、电影技术研究所、电影表

演艺术研究所、电影动画艺术研究所、影视文化产业研究所、中日动画漫画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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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等研究机构。近 5 年来，学院共获得学术成果奖项 64 项(次) ，教师发表学术论

文 498 篇(次)。教师和学生依据自身学术背景，申请并承担了科研课题项目共计

226 项，各类科研经费总计约 549 万元课题研究完成后，撰写出版学术专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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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 184 部。 2006 年裙，学院被确定为北京市艺术文化

头开展"艺;;i史文化学科群"建设工作。

的主持单位，牵

(四}人才培养影晌旦大， ~J作成果镜弄

院的号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定位始终立足电

北京，面向全国，着眼于世界电影发展。

能力扎实、富有艺术创新精神的电影人，以及

养和职业素养，符合社会主义电影事业需

才，作为学院教学的目标。

，富;每文化事业和文化曲意产业;

葬知识结持合理、专业

的人文素养、艺术素养、

的、全黯发展的露级专 fl 艺术人

教学中军从提高教学水平和培养人才的实际需要出发，不断增加艺术制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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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大量的每件实践的主!L会。在教!碎的带领下，组织本科生参加学院电影和电视剧

创窍，领i如在为北京市委宣传部组载的大提系到片《奥运文明礼貌教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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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曾经在学院工作过的同志的默默奉献，放靠JLf乞学生不辞劳苦所做出的杰出贡

献。今天，我们要对那些已经故去的教职员工表学无霞的杯念，对传然健在的老教

取员工表示由衷的敬意，对今天在校坚守岗住的教聪Jn.工表示问囊，没有他帘的努

5 



力工作，就没有北京电影学院今天的辉煌。"尊师重道，薪火相传季羡林教授给

我们学院题写的校训，成为了学院历史发展的精髓，也成为了学院的真实写照，更

加使我们铭刻在心。

为了纪念学院校庆，在 2005 年编辑整理院志材料的基础上，从 2008 年门月

开始，系统规范地编辑、撰写出《北京电影学院志}} (1996-2008) 、《北京电影学

院大事记}} (1978-2008) 和《北京电影学院同学录}} (1978 级-2008 级)。参加策

划的主要有张会军、郑治平、赵建平:由籍之伟、王志敏审稿;特邀中国电影出版

社徐维光、赵子航负责统稿与设计;参与编撰、整理工作的教师有:赵建平、张二秋、

张星星、郑卓力、刘月兰、曹凤云、谢凤丽;学生.杨建树、童达、张伟、霍利强。

此项工作得到了党院办、组织部、宣传部、人事处、纪检办公室、教务处、财务处、

科研设备处、图书馆、青影厂、影视中心、国际交流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及各系(院)

和各部门的大力支持。

感谢所有为院志编撰工作付出辛劳的人。

我们将永远用自己的行动来建设我们的学院。

201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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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

1978 年

3 月 文化帝ß为了重建花京电影学院，成立了北京电影学院领带小组政党的接心领

导小组，由文化部斟部长王阑西兼程组长，钟敬之飞串f中任富IJ组长，成员有:张客、

李敏、阮若珊、欧器销秋、文H维藉。

在进行重建电影学院的问时，大力肃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捷毒，撩乱反正，

正本清源。

一、成立学术职称评定委员会， ì果定教!犀职称。

二、改革钳划右报分子和平反各种冤、器、错案。

三、重建实3j处，并族复学院实验电影制片厂，改善辉主实习条件。

阔、全面恢复招收各系新生。

4月 学院新的领导小组成立以后，揉揉教学工作。从3 月 1或开始分罢号召开电影文学、

导捷、摄影、表演、美术和录音等系的教学座谈会。对招生工作、教学计划、教材建设、

教学设备、~哥资队伍和校蛙建设等学院今后发展建设等关键性峙题进行了充分的研

忡和论证

5 月 学院上报文化部关于接收外国留学生的初步方棠，挥挥首先招收摄影专业留

学生。

5 .f) 由于现校舍远在北郊，离城边，教职工上下班、请教师、观摩、教学实习等

均很不便。当时，教职工有两种意见，一是新建校舍，一是迁回原址，让占用单位搬出。

经努力，迁回原主ù:自难很大，只能新建校舍。捏现占用的北京农韭劳动大学的校祉

划归北京农学院。

5 月 48 学院玛报告给文位部，申请在花三环路附近缸埠;蠢建新技舍。

6 月…7 月 学院各系学吉它通过毕生考试，申业。分配工作。

7 月 华院导演、表演、摄影、美术、录音各系本科班招挠，录取 159 人，其中:

导演系 28 人，表演系 32 人，摄影系 26 人，美术系的人，录音系 30 人$井招收

了表读措资进锋班 18 人，电影编蹦进修班的人。

9 月 花京电影学院建建盾的 78 摄新生开学典礼在朱辛庄校址举行。表横系与表



，~革北京电影学院大事记

慎师资进修班在小西天原校址新建的简易平房内开学上课。

9 月 摄影系教师刘国典主持的科研项目"国产(东风牌)摄影用配套捷光器的生

产填补了国家生产空白井达到国际水平。 1978 年 9 月在文化部召开的科技大会

上获"重大科研成果奖"。

9 月 学院领导小组为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建立政治思想工作队伍，制定了

"政治辅导员的工作职责" (草稿)

10 月 由学院教师摄制的第一部故事片《火娃》经电影局审查通过，在国内发行。

10 月 为加强学院共青团工作，经党支部推荐和广大团员酝酿讨论，由刘长庚等 9

人组成了学院临时团委会。团委书记:文IJ长庚(兼) ，团委副书记:关宏、王亚军、

吴凌，委员郑鸣、周炜、石建都、张华、阵、国星。同时也成立了临时学生会。主席:

金韬，副主席:吴政新、梅抱华，委员 :f芙体、姚国强、李耕、杨小文。

11 月 学院首届"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及各系职称评审小组组成。

学院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伍钟敬之，副主伍张客、阮若珊、文IJ维翰，委员:

欧阳儒秋、成洁、陈汀声、汪岁寒、韦彰、葛维墨、任杰、丁力、程振钧、石毓钧。

各系评审小组讨论后，经学院评审委员会通过井上报文化部批准，恢复、确定、

提升教授职称的 8 人，他们是:张客、许之乔、戴公亮、杨雾明、在|、明经、干学伟、

赵明、陈汀声。恢复、确定、提升为副教授的 11 人，他们是:吕锦暖、吴国英、邸力、

孙良录、余(青、汪岁寒、唐远之、郑国恩、刘国典、徐键、葛维墨。此外，还恢复、

提升、确定了讲师 98 人，教员 31 人，助教 12 人，见习助教 13 人。

11 月 表慎系教师排练的话剧《于无声处》在京公演。

11 月 陈汀声教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1 月 为大力开展电影艺术的研究，活跃学术思想，学院上报文化部 1980 年 1982 
年 36 项艺术研究专题计划。

11 月 为加强电影教育中教学、科研、生产的紧密结合，加强教学实践，提高师资

队伍的教学水平，学院领导小组上报文化部要求恢复北京电影学院原实验电影制片

厂建制。

12 月 为提高电影教育质量，推进学术研究活动，学院上报文化部以张客为主任委

员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名单。

1979 年

2 月 文化部先后两次向国务院提出报告，为电影学院在市区北三环路附近拨付十

公顷建筑用地，供学院建设新校舍。报告经胡耀邦、余秋里、谷牧、人俊、吕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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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

等中央领导员，吉、签署意见后，压i务院子 7 月 9 日正式教准了这个报告。报告下达后，

学院立即组成了自事牧最贵的新校舍基本建垃筹备小组，投入筹建工作。

2 舟 8 日-24 日 文化部电影局在花束召开了粉碎"四人帮"居第一次规模较大的

故事片厂长会议。任杰部汪岁寒代表北京电影学院实验电影幸IJ片广参加了会埠。会

上有关领导同志支持电影学院为解决教斯的艺术实践应摄制j放事影片的意晃。

3 月 学院实验电影制片厂组成故事片《攫》摄制组。蝙属:命相持，与安攘:詹相持、

韩小磊，摄影:曹作宾，英术z 吕志品，制片主任:英平川。《樱》一片是学院实

验制片厂在文化部各有关部门支持下自行筹捶资金投产的第一部影片。

4 .FJ 经学院金体学生大余无记名在票选举，产生了张建亚等 7 人辑或的学生会。

主席:张建茧，副主席:蒂克己、张小安，委员:杨小文、阵、远、使掠、麦燕文。

5 月 学院为保证亚常教学工作的进行，向文业部电影肪提出调拨国产影片作为教

学资料的报告。

5 月 应新疆天山电影制片厂之耀，王斗i菇、谢飞、郑捐天、王在庆鹏、张永安、李唐山等，

担任该广拍摄的教事片《向导》的主要创作人员。

5 月 20 日 根据文化部统一布置，学院成立了创七京电影学院请命族资领导小组》。

组长:李牧，副组长:玉征。 25 日李牧向全院教职工做了清仓核资动员报告。

6 月 为保证教学，合理使用各专业教学过程中的形象教学资料，学院棋定了"电

影资料片的管理曾行办越" (草案)

7)奇 12 日 中共文化部党组以 (79) 文党字第 140 号通知，任命罗光远、赵明、李牧

为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钵敬之任北京电影学院顾问。

8 月 学院评选了先进工作者 19 人。他们是:耶荣、唱松亭、张益福、穆IJ飞橙、徐键、

邬强、吴膏、钟文义、自金炎、王i运舵、赵树泰、白金艇、完巍、周传基、题小万、

:ìlJ福林、钱兴华、黄春生、张步田。

9 月 表演系教师邸力副教授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美术系秘书侯芳乏荣

获文化部"兰八在旗手"称号。王洪海、手j、立、题小万、杨晓丹、主导埠、张合罪六

人荣获文化音ß "新长征突击手"称号。

10 月 根据翻案搜走，进行全院教职工的工资调整， ì需要罢工资因为 40% 。

10 月 《攫主片摄制完成。学院实验电影制片厂更名为"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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