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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踪迹 影像的激流》

内容概要

《文化的踪迹影像的激流》是“中国新锐批评家文丛”之一。《文化的踪迹影像的激流》视野开阔，
立论鲜明而语体活泼，意在为这个变动不居的多元时代“立此存照”，为读者提供了一份意味深长的
中国“影像地理志”和当代“文化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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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旭光，浙江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艺术学院教授、影视系主任
、博士生导师，中国高教影视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致力于当代影视学术与文化的批评研究，系北
京大学生电影节资深评委。主要著作有《艺术的意蕴》（2000）、《中西诗学的会通》（2002）、《
当代中国影视文化研究》（2004）、《影视鉴赏》（2009）、《影像当代中国：艺术批评与文化研究
》（201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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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辑：影像文化的转型与话语变迁 影像的激流：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与影视话语变迁 悖论与选择
：全球化语境与中国电影的现代化／民族化问题 六十年中国文艺变迁的一个视角：从“理性美学”到
“感性美学” 华语电影大片十年：全球化时代中华文化的影像化表述 “经典大众化”：重构与消费 
第二辑：影视的创意力、想象力和批评空间 中小成本喜剧电影的“后冯小刚”时代 少数民族题材电
影：“谁在说”和“怎么说” 反思中国电影的想象力缺失问题 电影中“摇滚”的形象及其文化含义 
电视剧创作态势：创意的限度、现实的边限与价值观本位 电视剧文化功能与影视文化批评的空间 第
三辑：中国电影的“代际”问题与青年文化的凸显 第五代导演：身份认同、时间焦虑与“视觉的启蒙
” 第六代导演：个体主体性的成长 第六代电影：青年文化的表征 第四辑：电影导演的艺术素描与艺
术辩证 黄建新：“常”与“变”的艺术辩证法 王小帅电影精神素描：从《冬春的日子》到《青红》 
路学长：《租期》及第六代导演的某种现状或路向 张元：“纪实”的踪迹 第五辑：个案：叙事、类
型与文化的症候 《夏日暖洋洋》：主体意识、“现代性”反思、纪实的“表现”和“抽象” 《益西
卓玛》：精神皈依、自我超越与语言的自觉 《美丽的大脚》：“影响的焦虑”之偏离、自我的超越及
其限度 《太阳照常升起》：分段叙事、梦幻拼贴与复杂的主题寓意 《手机》：冯小刚的“变脸”与
电影中的媒体 《集结号》：双重的突破与“庶民的胜利” 《梅兰芳》：艺术人生的还原心灵史诗的
呈现 《三枪拍案惊奇》的“三枪”：品牌、类型、大众 《建国大业》：“创意”制胜与“国家形象
”的重建 《孔子》：价值选择与国家形象塑造 《赵氏孤儿》：叙事与哲理的龃齬或“因意害辞” 《
失恋33天》：女性视角、小资情调、物质主义与青年电影“主流化”症候

Page 4



《文化的踪迹 影像的激流》

章节摘录

版权页：   理性，感性转型后中国的艺术审美以直接诉诸于人的感官和感性经验为特点，它注重感官
享受、视听感官的刺激甚至震撼。摇滚是很能代表这一特点的新型文化样式，摇滚堪称感官的全身心
的解放，不得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摇滚乐不是光用耳朵听就可以，它有极强的参与性要求，
不手舞足蹈几乎不可能。在摇滚中，身体感官直接参与了情绪与热情的宣泄与解放。 崔健的摇滚乐，
就是把它看做一代人的心声和宣言也并不为过。《一无所有》反映了文化转型期一代青年的痛苦、失
落和迷茫，呈现为一种当代城市无业游民的形象。崔健的摇滚消解旋律的精神性，注重节奏感、强调
震撼效应和宣泄功能，具有身体的直接展示性和感官化的特点，因而预示着后新时期文化的来临。 也
正因此，摇滚成为后现代文化、中国转型期文化的一个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独特景观，也成为第六代
导演影片中的标记性文化符号。 2、视觉的奇观和物的凸显 电影中对视觉奇观的极力营造也是这种感
性美学崛起的表现。当然。其形成非一日之寒，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无曲折的过程。中国电影长期以来
是一种情节剧传统，故事、对话、主题等文学性要素的重要性要远高于影像本身。但这一传统在八十
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渐发生变化。 胡克曾提出了“视觉启蒙”的概念。他认为：“视觉并非仅仅是一种
自然生成的能力，从社会文化角度来考察，存在大量后天习得的因素，可以看作一个发展过程，因此
必然存在着启蒙阶段。视觉启蒙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让个体学会通过视觉感知世界；其二
是初步从理性上理解视觉的作用与局限。”“第四代导演所做的引人注目的工作是利用电影贬抑语言
文字系统。张扬视觉感知系统，并且把它与对‘四人帮’的政治批判结合起来，代表作品是《苦恼人
的笑》。”因而第四代导演的这种文化意向堪称感性文化崛起的先导。 的确，眼睛是人的一种非常重
要的感觉器官。是人接受外部信息的主要渠道。而视觉则是人类最基本的感觉。在人类所有的感觉活
动中，视觉占了百分之八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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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的踪迹影像的激流》由十位新锐批评家的十本批评文集构成，每本集子均是每位批评家近些年
极为满意的论文的汇编，可以被视为此十位新锐批评家具标志性的文艺批评、文化批评与研究成果的
精华性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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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翻过。作者的论文和散文合集，用不着仔细读。问题有点到，大多是泛泛而谈，并没有说得很透
。
2、陈老师亲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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