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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文化史》

内容概要

本书以100年中国电影发展历程观照对象，力图整合中国内地、台湾和香港电影的整体面貌，深入阐发
中国电影的精神走向及其文化蕴涵。按中国电影文化发展的总体脉络，将中国电影文化史划分为早年
的道德图景，乱世的民族影像、分立的家国梦想与整合的文化阐发四个具有特定文化内蕴的历史时段
；并在具体的历史陈述中，把握住各时段具有特定文化内蕴的电影作者，电影文本或电影类型，进行
较为细致的分析和研究。这样的中国电影文化史，将以其不同于传统电影政治史，电影艺术史的面貌
出现，并以其相对厚重的文化感悟超越一般的电影美学史，电影类型史，是一部全面，丰富的电影文
化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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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文化史》

作者简介

李道新，1966年9月出生于湖北石首。1988年毕业于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92年毕
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1996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电影系，博士毕业后
，一鼓作气地出版了两部学术专著：《中国电影批评史（1897-2000）》（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和
《影视批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较为完整地建构了中国电影批评的理论和历史；同时，
在《电影艺术》、《当代电影》和《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等专业性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中国电
影史研究论文和电影批评文本；并在着手《好莱坞电影在中国（1896-2004）》、《中国电影文化史
（1905-2004）》和《中国电影类型史（1905-2004）》等电影史学术专著的写作。令人欣慰的是，他的
研究实力和学术成果，经常得到国内外电影学术界的好评。美国《亚洲电影》刊物曾发表《中国电影
史（1937-1945）》一书的评论；台湾《大成》“影剧报”称李道新是一颗“中国电影学术理论的新星
”；大陆《文艺报》著文指出：“《中国电影批评史（1897-2000）》填补了中国电影批评史的研究空
白，拓展了中国电影史学视野，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电影学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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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文化史》

书籍目录

引言 走向中国电影文化史
第一编 早年的道德图景（1905-1932）
第二编 乱世的民族影像（1932-1949）
第三编 分立的家国梦想（1949-1979）
第四编 整合的文化阐发（1979-2004）
附录一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二 人名、片名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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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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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文化史》

精彩短评

1、乐哥的的导师写的！膜拜！
2、内容相当实在，前面的剧照、老照片也超级清晰！有几张在网上都不太找得到。而且纸张似乎特
别好的样子！
3、上过他的课。。。
4、【中国电影史】为文化研究的视角加一星。虽然分析得较为粗浅。
5、很好。李老师人也特别随和
6、年轻时就是好装，我也不知道大概内容了现在。
7、中国电影史受到政治与时局的较大影响，李道新关于1949年以前的电影文化史言之有物，注重“文
化”，相比较而言，1949-2004的部分乏力许多，大量依靠文献记载和浮于表面的解读，其中对于导演
的分类有些刻意，过于标签化。书中涵盖内容很多，依旧是中国电影史必读书籍。
8、分析并无深度，有些材料的罗列占了很大篇幅，其实不必。 
9、做的非常严谨非常扎实的一本中国电影史著作，但某些电影评论的主观性还是强了点。
10、非常重要的专著，电影理论工作者的必备参考书。作者花了大量的精力啊！
11、扫过一遍
12、3.5
13、史料详实且引证严谨，第十三章“交流对话与文化空间的拓展”是亮点。
14、史料的整理与收集，缺乏独到的见地。我所以为的史学应为编撰，而非编纂。
15、不失为一本好的基础读本，尽可能做到全景式。但内地与港台的电影文化历程究竟是分是合，的
确是门头痛事。
16、没有比较，不过还蛮有用的。
17、细碎。自己要理
18、内容挺全，语言太僵化，翻来覆去总是那几个词

19、犹如看《第十放映室》
20、11月份重点读物
21、文人气很浓，但在纯文化上并未深入
22、中国电影史课本
23、老师上的中国电影史很不错，最重要的是，老师是一个很童真的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教
书二十几年，他上台的时候还是会颤抖，会紧张。我觉得他非常可爱，这说明他确实热爱这份工作，
确实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传道授业解惑之人。老师上课非常有激情，不过我觉得稍微有一点儿违和的就
是，他的口头用语可能是受了写书的影响，非常文艺，不太像平常说话，更像是在复述书上的内容。
在老师这里，我第一次真正明白原来口头语和书面语的差距原来真的很大~

至于这本书，我觉得从教科书的角度来说，非常好，条理分明，逻辑清楚，根据时间的大线索一路写
下来，两岸三地的电影发展都列入其中，读完会有非常磅礴的感觉。百年中国电影，这部书当真不
错~
24、比较不错的一本书
25、资料还是挺足的
26、挺李老师！
27、面面俱到，无法深入大概也是篇幅限制。精力限制。才华限制。。。
28、这是一本从文化角度解读中国电影的普及读本。适合广大电影爱好者阅读。作者李道新新浪上有
博客，感兴趣的可以前往阅读他的最新影评文章。
29、2009
30、补基础知识。
31、书的包装，设计，印刷等都很好。值得购买。
32、结构明确，内容广泛，最喜欢和佩服的是文笔很好，有些概括和文字很有味道。
33、虽然有些分析太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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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文化史》

34、跟《世界电影史》一块读了近一个月，脑子里飞满了人名，各种排列组合，越看越懵，已然搞不
清谁是谁了
35、自己不是特别爱看电影的人但是看一些介绍的书能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吧毕竟是老师课上必备教
材。。。
36、资料详实，若没资源的话可能也拿不到这么多资料；每一章节都可看出颇费心思；这是认真做学
术的范，貌似在贵圈并不多见；只是文化史，究竟是得顾及多少影片才能确定当时的文化状况，还是
先确立一个文化框架再往里面填东西呢？一句话，我所想探究的是它的研究方法。
37、李老师的中国电影史叙述自成体系，看过几道新老师著作，这一本应该是脉络最清晰、论述最丰
富，最能完整体现他的学术观的吧？
38、以前上中国电影史的教材  对中国电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喜爱
39、【评论纸张的都是什么鬼】没觉得在文化分析上有多带入语境，身临其境。与北电的两个小本子
教材的视角并没有多少出入，总之就是，三星奉献给北大
40、好长！好长！好长！好长！好长！好长！好长！
41、李道新老湿求保佑><
42、内容详尽，叙述中肯，非常受用。
43、想当笔者的研究生
44、就是有点土 还是可以看看
45、诚意十足，书本身没有什么可读性。经常翻翻还是有些知识获取的。
46、恩，如果对中国电影不了解的话作为入门是本全面的书。
后面关于九七香港的有点牵强~
47、看标题
48、太过于条条框框。
49、老师！您怎么不能厚道点呢？？！！
50、深情的写作。细致的态度。
51、教材 回顾
52、看到第n遍时，看出了质量只值两星⋯⋯
53、 J909.2/bnu11  

54、2问，这家伙怎么当上北大老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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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文化史》

精彩书评

1、一部完善的理论，如果真是一个人完成的话，真的是花费了很大的功夫的，就在这一点上，作者
也是值得肯定的。我深信这本书对我的论文写作有很大的帮助。除了我想了解得很多内容，我还看见
了在我看来是牵强的臆想，清楚地知道文艺作品的创作都是跟一个时代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所谓的
背景，于是便产生了局限。很多时候，一部后世的经典在最初的时候总是有一些非议，因为他们已经
超越了他们的时代。所以我最不能接受的部分就是对于《东邪西毒》的评价。类似的评价也是有的，
我想，只是没有这个有强烈的批评的感受。我是一个小小的学生，本来没有资格评价自深的学者，所
以我的文字完全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的厥词。
2、外在方面。一拿到手上就能感受到的舒服，纸张特别好。前面几页的剧照、老照片也十分清晰，
而且有几张在网上都不太找得到，相当珍贵。内容实在。不是那种人云亦云平平淡淡的电影史，而是
整合了很多详实的资料（不愧为史家），同时又有很鲜明的个人观点的著作。作者真正做到了以“文
化史”的视角来研究，所引用的资料包罗万象，政治事件、军事战情、时代风潮、影人个人的经历，
都与当时的电影创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读这本书时，有一种吃着满汉全席的感觉。我想这本书的一
大优点，是能够帮人打开视野，让读者也学会这种“文化史”的视角。这一点，大概是我读这本书最
大的收获。最后⋯⋯我想作者李先生看过那么多资料，手上肯定还有很多八卦！！！只不过没有写进
书里而已⋯⋯如果他能加入豆瓣“只讲段子”小组给大家贡献一点八卦就好了-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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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文化史》

章节试读

1、《中国电影文化史》的笔记-第223页

        在共同的伦理本位思想和儒家、侠义文化的影响下，在深厚的农业文化传统和乡土意识的浸润中
，在特定历史时期，两岸三地的电影仍在共同致力于家的想象与国的想象...中国内地电影以国为家的
政治话语、台湾电影以家为国的道德关怀与香港电影无家无国的漂泊意识...

2、《中国电影文化史》的笔记-第一章 中国电影的发生情势及其伦理道德走向

                一.欧美电影传入中国
        1896，西洋影片（卢米埃尔兄弟家族）第一次在中国放映。1930s初期，欧美电影已占领中国电影
市场的绝大多数份额。
        1.在中国各地的影片拍摄：【拍摄时间】集中在1910年之前的十多年，1927年后减少，这在一定程
度上体现出中国作为欧美电影的素材或外景，正随着市场的开放和电影的普及逐渐削弱其“奇观化”
特征。而由欧美人拍摄中国题材在欧美甚至中国放映，也正随着中国本土电影人的出现变得无足轻重
。【拍摄地点】大致由香港开始，经由上海进入天津、北京，香港的地理优势、英属殖民地的历史状
况，上海在20年代成为欧美电影在中国最大的市场，北京和天津的历史蕴含。【拍摄题材】多是风景
片、纪录片、时事和戏曲演出片段。【作用】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感知到自身的处境，推动了中
国本土电影的发展，也有歪曲和丑化中国人形象。
        2.在中国各地的特许放映：特许放映是电影放映的一种特许经营方式，主要由欧洲和中国本土电影
商人从事，以销售代理和票房拆账的方式，使欧美电影在最短时间内在中国上映。一战前，在中国特
许放映最多的是法国电影。1896-1932，通过特许放映进入中国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还是美国电影（
卓别林、格里菲斯、刘别谦），促进了观众、电影创作者、电影业主的了解与学习。1920s末1930s初，
随着德意日军国主义的扩张及苏联社会主义文化的影响，其电影才渐渐进入中国。特许放映制度因欧
美与中国电影间的差距成为不平等契约与中国电影发展的绊脚石。
        3.欧美各国在中国各地投资影院：欧美各国电影商人投资影院，进而形成外资影院集团。外资影院
的整体水平要优于中资影院，放映片目以首轮欧美电影为主，上海是投资的首选。但由于欧美电影的
放映权主要掌握在少部分受许片商手中，欧美各国投资的影院除了少数能获微利外，大多数都面临亏
损的命运。
        4.在中国各地创设的电影公司：宾杰门·布拉斯基，1909在上海成立亚细亚影戏公司（欧美商人在
中国设立的第一家制片公司），张石川、郑正秋、杜俊初筹组新民公司承包编、导、演业务；1913与
黎民伟、黎北海兄弟合作创办华美影片公司（香港第一家电影制作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影片部，从
为烟草制作推销的影片，到参与电影竞争（拍摄故事片，夺取南洋放映权，收买电影院）。以个人名
义组建影片公司（难长远成功），以影片公司办事处名义从事影片发行（欧美电影进入中国的主导又
唯一的途径）。
        二.中国影人励志应对
        1.彰明是非善恶：1896-1932，中国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国家权力失控导致租界区出现了“政治
真空”，欧美电影涌入。面对欧美“不良”影片（盗匪片和侦探片）以及中国电影“投机”趋向，强
调“世风”、“道德”，将电影作为营造“福祸”的媒介、教育国民与改良社会的工具。（影戏家的
人格、电影言论、电影剧本与观众的关系、中国电影事业危伏）对“是非善恶”的简单判断在1919五
四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无疑显得固执和保守，它既体现出一部分中国影人拒斥新兴理念
、恪守传统伦理的心态，又体现出中国影人立志探求却又无路可走的偏激与无奈。
        2.维护民族自尊：欧美“辱华”影片（不良风俗、下流社会的情形），制作出阐发中国文化精髓的
国产影片来应对很难，更倾向于从舆论上谴责辱华电影，同时，努力将国产影片的每一次进步，不恰
当地夸张到凌驾欧美、光耀国族的高度。1930年《不怕死》事件将欧美辱华电影的性质，从较为单纯
的人格侮辱上升到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层次。
        3.反思传统文化：“旧道德”意味着传统文化的弘扬，但这使中国电影在价值选择上陷入一种无法
直面社会的窘境，而那些真正表彰“旧道德”的作品也难有长久生命力。“国民性/民族性”借此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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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欧美电影的模仿，振兴民族电影，但收效甚微（因缺乏对于国民性的精确阐释，使对传统文化的理
解支离破碎、自相矛盾）。“欧化”指受过西方教育、醉心欧美电影的中国影人可以效仿欧美的行为
，倾向于将中国电影欧化归结于“社会心理/情形”，将中国“新艺术”的未来寄托在对“欧化的精神
”即“希腊思想”的效法上，难免偏激与武断。“新英雄主义剧”针对情爱享乐电影使人们麻醉在现
代的“非人”生活中的现象，树立“新英雄”（破除因袭习惯、懦弱行为、腐败思想，不顾自己利害
而为人类牺牲）的范本让国人模仿，并把它和反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检讨中华民族劣根性结合。
        4.振兴中国影业：“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改进体制，即无法自主的关税（中国电影的税额比进
口片还多）和“官厅”不公正的电影政策（审查）。打破垄断，即欧美电影在中国市场上的独占。取
缔劣片，中国电影从一开始就鱼龙混杂，“劣片”充斥于世。发展营业，中国电影若无法扩大再生产
，只能在粗制滥造的泥潭里越陷越深，呼吁电影界联合一致，在内地设电影院，拓展南阳市场。造就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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