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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艺术史》

内容概要

《中国电影艺术史》为作者多年讲授中国电影艺术史的内容呈现。在体例上基本沿袭中国电影史的分
期阶段，但更多强调对重要艺术潮流和现象的概要论述；在历史分期描述上也有别于一般意义的编年
史分期，而着重于重要历史阶段变迁的块状划分（前45年、中30年、后25年等）；在阐述时间下限上
，开放一般“历史”需要沉积的界限，适应电影艺术的当下文化现状，尽可能逼近写作之时的现实创
作状况，成为可能是较少见及的容纳即时创作现象的电影史述教材；因此，一书不是一般意义的电影
史，而颇含电影史论与当下创作现象的现状描述教科书，尤其是作者描述了大量的电影作品，分析细
致深入，引人入胜，试图实现对百年电影的全面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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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星，男，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艺术教育研究所所长，北京师
范大学数字媒体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务院艺术学科评议组成
员，国家艺术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为影视史论、影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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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周星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影视戏剧研究中心副主任，艺术教育
研究所所长。
主要著作有：《从文学之隅到影视文化之路》（北京出版社）、《中国影视艺术理论研究》（中国电
影出版社）、《美育基础》×中国农业出版社）、《艺术概论》（中国邮电出版社）、《影视文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电影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影视欣赏》（高等教育出版社）、《新
世纪中国电视文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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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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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周星对中国电影的历史、理论以及现实发展论述得细致严谨。冲着北师的名头看的，发现还不错
。
2、今天翻完了台湾那一章，就算是告别了吧。脉络基本上是10年一期，然后会把重要导演简单介绍一
下，重要电影会有较长的篇幅介绍。文笔还可以，虽然不慷慨激昂但是比较流畅，没有评论中说的那
么不堪
3、周星写的这个艺术史带着鲜明的个人评判价值。
难说客观，但谁又能真的能做到不带一丝主观的客观呢？
4、考研用书~~不得不买~~书挺好的，也没有破损，就是送货速度有点慢~~不过可以理解~~
5、不错。一个系列的都买了
6、速度快，书地质量也很好
7、前男友送的，算纪念吧
8、这么厚的四百多页，看完也就那样，其中很多内容段落比较重复，错别字错误标章节尤为多
9、前期写的不错，直到文革之后，影片介绍混乱起来，对于政治不正确但是艺术价值丰富的电影提
也不提，叫我这种就奔猎奇来的人大失所望，不过本书对于影史的介绍还算详细研究，对于了解电影
发展还是很有帮助的
10、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学者 但是我在垃圾卓越买的书竟然缺页啊我草

11、买这本书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考研究生，但是看一看里面的内容。不禁被吸引了它里面的每一章都
归类的很清楚，让人一目了然。内容也是很详细，让我这个有点专业水平却了解不太透彻的学生，有
了更深一步的认知，对中国的电影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很感谢这本人给我带来的指导。
12、一般般
13、当时准备买的时候是缺货，等了好久才等到，就赶紧买了。书不错，内容也很丰富，对专业课知
识很有帮助。
14、不偏激不做作很细致的一本书

15、书质不错，收到也挺快的，是为了考研买的，挺满意的
16、这个真的很不错 作者周星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的教授 书中提出了研究电影艺术史的原
因和其必要性 并且说的很中肯 我国电影发展面临各种问题 只有明晰了电影艺术史才能在每个时间段
找到合适方法
17、词藻堆、、、
18、商品不错。里面讲的东西很有用。编导生可以看看。
19、压根就是为了考试
20、绪论写的很清醒
21、封皮都扯到根了，每次看时我都用手压着，生怕散架。纸张，排版还是不错的。
22、好大一本专业书。
23、想考北大的，极力推荐这本书
24、这书还好了，系统，可以作为教学参考书！
25、非常的啰嗦，非常的爱卖弄文笔。不过总体而言算是比较全面和细致的中国影史，涵盖面够了，
但太多部分都点到为止。很多地方摆明了是为赋新词强说愁，有的标题与内容完全就是勉强拉扯在一
起的，说不了两三句就赶紧断章。。还特别爱复制黏贴自己的话（也是够了）以及脉络非常非常杂。
。但还是有那么点用，港台方面比其他几本细致。
26、老师推荐的，本来感觉就不错。现在还在阅读之中。哈哈。当当网，让我非常满意。
27、很满意！特别有帮助
28、书本很好，装订没有问题，并且配送也很快，态度也好，不错
29、什么高代啊，什么法理啊，什么中哲啊，时序啊，甚至什么甲骨文啊，都没这书容易催眠，呀呀
呸的，写教材有必要这么装逼么~“粗粝冷峻的生命质感”⋯⋯
30、太严肃了，而且很多好电影一提而过，没提供更多的资料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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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非常一般
32、额~其实还是可以读一读的。
33、时而像文化研究时而像应试辅导，脉络稍显芜杂，有的小专题还不错
34、教材。马马虎虎，详略不算分明。
35、一天就看完了⋯⋯几乎头一回看书做笔记这么快啊⋯⋯
36、周星老师无敌
37、感觉还行吧，看起来很厚实的，还没细看内容。
38、是正版的书，看着的感觉很好。

  通过它可以对中国的电影历史以及大部分的导演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

考试或者学习都可以。
39、严肃有余，乐趣不足，原不是写给我们这些门外汉看的。政治化官腔十足，一点儿也
不reader-friendly，国内人文类的学术出版物都得这么写？
40、拜托问一句周星，啥叫艺术史？！
41、作为编年体的参考文献还挺全的
42、当时买这本书的初衷是为了考试用，大致翻了翻，觉得不错，应该对考生相当有益，特别是对一
些导演的作品介绍的相当详细，甚至会选出一两部做一些评论。整个电影的脉络大致按照电影史的发
展来叙述，调理比较清晰。其实电影史的内容都大同小异，最想看的是作者所持不同观点，有自己独
特见解，哪怕有一两点见解的闪光点，我都认为这本书买值了。顺便说一下这本书拿在手里挺厚实，
手感不错，唯一不满意的我的这本书装订有点小毛病，但还不至于到更换的地步，每次看到小瑕疵，
心理就会不爽一会，希望下次当当发货时注意。
43、很好，发货很快，质量ok
44、装订 纸质 印刷都不错！
45、就是对影片故事叙述一遍。。。
46、以中国电影的发展为基本线索，侧重电影艺术本身的演进，对各个时期的出色电影有介绍和评点
，左的观点较少。周先生写东西可不可以不要那么作。书尾附带的两篇港台电影史略可供参考
47、史实方面较详尽，理论较少。文笔不错。
48、书是不错的，就是书页破损了。。。有点影响心情⋯⋯
49、要考电影史，挑了这一本，买过很多专业书，这本算是价钱适中的了，厚厚的一本，希望对考试
有用。
50、三星半，周星的书还不错，但是米有杨远婴的启发我。
51、好书，不容易找的
52、分期清楚明确，侧重电影发展史。
53、此书很神奇  很细化  很多论述  绝不是史料的堆砌
54、还是不错的，挺满意的
55、书是很好，内容挺细的，喜欢
56、太文艺了，建议不要第一本读它。
57、2009年
58、RT 支持周老师
59、送货速度挺慢的，都到了还不送。其它满意，价格有优势。
60、体系很完善.角度也不错.
61、书不错。北师电影学考研的参考书。。
62、M：中国电影史高阶
63、作者、作品都很有名，很不错，就是资料到2005年，没有更新的。
64、书封皮儿的质感很好~   内容编写还不错~喜欢~
65、详实过头
66、周星老师文笔真的很好。个人觉得比李少白那本读起来有意思，可能是因为更文艺一些。
67、指定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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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书今天到的，拿到手难掩兴奋心情。外皮包装很结实，拆开后看质量更是没的说，很新，毫无破
损，挺满意的，下次买书肯定还在当当~
69、书很厚，评论的文字很深。是一本好书。
70、周星教授的文笔太过精致了，不习惯
71、我觉得周星老师文笔很好，但是这本书实在太啰嗦了。。而且校订不仔细，好多错误。。。
72、这本书是为了考研准备的，刚开始看，对喜欢电影的读者还是有意义的！
73、没话说。
74、冲着考研看的。广度不够，重点太少，just so so
75、百度百科/教科书水平。有些小专题对考试很有帮助。
76、很不错
77、还⋯⋯行
78、入门资料，编年史。
79、对考研答题很有帮助，条理清晰
80、应试
81、语法混乱，了无新意
82、考研时看的，编的花哨了点儿
83、就为了看看看看
84、我还以为是白色的封面 原来是灰色
85、维持了我当时对国产电影的希望，现在嘛......
86、作为入门读物感觉条例很清楚，虽然叙述方式很老派
87、说实话，文笔有种高中政治教材的文字风格，内容重复又啰嗦，而且还有一些错误⋯⋯
88、这。。。读完也能忘完的书。我算是服了。唯一可取的地方就是相比单纯的中国电影史来讲，丰
富很多。
89、责编是硬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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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电影艺术史》的笔记-第217页

        告别了文革...在与世界电影隔绝了漫长的时期后，中国电影开始了大踏步地转向：转向艺术探索、
转向世界潮流、转向百姓娱乐需求。这三种转向，是新时期中国电影走过的明显路。
1.恢复时期：政治反思-艺术复苏期（1976至1978）；观念转化-艺术探索期（1979-1980）
2.收获时期：现实主义回归-纪实美学期（1981-1984）；文化批判-影像美学期（1984-1987）
3.分化时期：都市娱乐-艺术分化期（1987-1989）

2、《中国电影艺术史》的笔记-第九章 第四节 散文诗情：民族传统与电影创新

                                       散文诗情：民族传统与电影创新       

散文化电影：在创作风格上，追求生活化，缩短屏幕与现实的距离；在结构方式上，打破传统戏剧式
的电影结构，淡化有始有终的情节结构，弱化艺术加工痕迹。

散文化电影和纪实美学的关系：二而一、一而二——散文化电影史建立在纪实美学基础上的一种电影
结构模式，纪实美学电影形态又是通过散文化形态而重现其特质的。

散文式影片：针对戏剧式电影而言的结构样式。戏剧式影片是把平淡无奇的片段切去后的人生。而新
现实主义追求的是人生的平淡无奇，是新纪实主义电影，即散文化电影。戏剧式电影是激变艺术，追
求急剧惊人的变化，以冲突为本。散文式电影史渐变艺术，通过平凡生活事件和较为松散的结构形式
反映生活过程。

散文诗式影片：把纪实推向极致，结构推向似有似无，意境推向耐人寻味，画面推向诗情画意。（情
节更为淡化，韵味更趋淡远，人物更求淡泊，情感更加含蓄)。

典型影片
《城南旧事》，吴贻弓，1982.
《乡音》，胡炳榴，1983.
《边城》，凌子峰，1984.
《雾界》，郭宝昌，1984.
《青春祭》，张暖忻，1985.

《边城》
⋯⋯可以看出散文诗式电影的突出特点：以创造谐和动人的抒情为中心意图。其段落设置、画面构成
、人物关系，都以创造某种含蓄动人的感情为主。纪录式的散淡情节，透视人生的散淡无奇，影片传
达出情志情韵的动人味道。

3、《中国电影艺术史》的笔记-第九章 第三节 写实深入：现实主义回归与纪实

                                              现实主义回归和纪实美学主潮（1981-1984）

一。价值判断达到新的阶段。其意义具体来说：
一、开始确定自己的观念。 
       历经70年代末的技巧探索后，80年代中国电影从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窠臼中走出来，意识到艺术家
个性经验与思考的表达的重要性；从政治图解的虚假中脱离，而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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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飞「电影观念我见」（＂电影观念应包括艺术思想-艺术内容-艺术技巧三个层面＂）
倪震「电影理论的多元化进程」
郑洞天「仅仅7年」...
对70年代末电影的评价：
1.肯定。
2.只是一个过程的开始：它们在技巧上卓有影响，但还不是艺术观念形态的根本变化。

1981-1984年的中国电影创作虽然不是中国电影最辉煌时期，但却是中国电影开始确定自己的理念、找
到自己的本体位置与独立价值、电影艺术在整体变化上而非技艺模仿上追求生活真实的世界电影的共
有潮流中。 
二、电影找到了自己的本体位置、独立价值。 
        电影从社会学意义与文学戏剧的强大束缚中松绑出来，确定了一门独立的综合艺术的地位，对电
影的本体论得以确立。
三、电影艺术在整体上变化而非技艺上的模仿
       电影此时已走出70年代末的形式探索阶段，在整体艺术形态上发生了变化，在美学观念上进行革新
。

二。意义分析

1.在表现纪实特性上，《邻居》无疑是典型的代表，那种平实冷静的纪实形态，对电影的新气象的形
成有着深远的影响。这部影片是纪实美学兴起的重要代表作品，它以生活原生态去结构作品，逼真地
再现生活的现实图景与人物内心世界⋯⋯
纪实化倾向、实景拍摄、自然光效、生活化表演、长镜头手段等，是对戏剧化电影的反拨，从结构形
式、镜头语言、表演等多方面带来新鲜气息。
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得以恢复⋯⋯

2.同时期引人注目的还有《沙鸥》⋯本片是纪实潮流片中更多渗透心理起伏的影片，在艺术探索上更
为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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