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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学派)到(中国电影学派)$

中国电影学派的体系建构

李燕群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9$

摘4要$*中国电影学派+的研究热潮基于建构国家电影品牌的战略设想!它曾受到文艺研究*中国学派+的启发!

*中国动画学派+和*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学派+则从创作实践和理论建构两个层面推动了其建构进程$ 学界目前主要从

三个层面建构*中国电影学派+%概念内涵界定,核心-&理论体系建构,关键-&创作体系"学术共同体和教育体系的建构

,基础与保障-$ 未来!学界还需开拓新思路!在学术史视域下拓宽*中国电影学派+的研究路径与范畴$

关键词$中国电影学派&中国学派&观念&体系建构&学术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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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中国电影学派)观念!于 !$)" 年被提出#至

!$)%年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热点& 它经过历史的

蕴酿%沉淀而至生发#是中国电影创作发展与学术

研究的必然结果& 本文拟从学术史视角探析(中

国电影学派)观念建构的学术理路&

一4理论与创作先导$从(中国学派)

到(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学派)

!一"源起$文艺研究(中国学派)的启示

从现有掌握文献来看#!$ 世纪 "$ 年代末至

2$年代初#在(双百方针)影响下#艺术创作领域

最早倡导建构(中国学派)& 如提倡学习西方艺

术#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学派的油画)

"

#探

讨(如何在器乐演奏上形成中国的学派的问题)#

(在演唱外国声乐文献方面创造我们的3中国学

派4)

#等等& 但上述探讨大多停留在倡导和呼吁

中国文艺创作实践的民族化发展层面#而真正对

(中国学派)进行学理性阐释的#是在比较文学领

域& !$ 世纪 2$ 年代末#盛行于二战后的两大比

较文学研究学派'''重实证的法国影响研究学派

和重文学特质的美国平行研究学派#表现出唯科

学或唯心主义的局限#陷入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危

机& 因此#一批海外学者和港台学者将目光转向

东方#期望(努力探索一套东方的研究方法来取

代西方'''一个纯3中国4的比较文学学派)

$

&

如美国学者叶维廉%李达三等就是比较文学(中

国学派)的倡导者和推行者& 然而#由于直接套

用西方理论#他们早期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显得

缺乏新意与理论创见&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直到

)9,!年才开始呼吁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北京大

学的严绍?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出了(创建具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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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观念)一词#原因在于#理论与观念均属于人的理性认识范畴#但理论的稳定性与跨时空性要远远高于观念#观念变迁

与时代发展密切相关#后者更零散#可能不完整也并不成系统#甚至充满矛盾性#与(中国电影学派)稍显浅近的研究现状相吻合#且理论

体系建构只是(中国电影学派)的一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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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民族特色的3中国学派4)的构想及其研究任

务!

& 在此前后#(中国学派)研究由艺术学%比较

文学拓展至民族学%考古学%社会学%戏剧学%经济

学%政治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领域#一时

渐成显学& 各学科(中国学派)研究是改革开放

后我国学界建构本土理论的积极尝试&

!二"先声$(中国动画学派)的创作实践与理

论探索

事实上#!$世纪 ,$ 年代这股(中国学派)建

构热潮中#真正在世界上引起重大反响的#是(中

国动画学派)的创作实践及其理论建构& 电影领

域的(中国动画学派)于 !$ 世纪 ,$ 年代开始蜚

声国际动画界#作为整体的(中国电影学派)观念

也于此时被提出#只是当时未引起太大反响& 可

见#(中国电影学派)的提出受到文艺研究(中国

学派)的一定启示#体现了改革开放后电影学界

建构我国本土电影观念的努力&

)*-中国动画学派.的民族风格创作实践

中国动画电影至今已经历了四个重要创作阶

段!!$世纪 #$ 年代%!$ 世纪 "$'2$ 年代%!$ 世

纪 ,$年代前后%!)世纪以来#均表现出探索民族

风格的创作特色&

中国动画电影甫一问世#就表现出鲜明的民

族特色与风格#并达到了当时世界动画电影艺术

领先水平& 我国第一部动画短片 +大闹画室,

")9!2$在学习迪士尼动画+跳出墨水瓶,的同时#

首次尝试将中国山水画融入动画电影创作-第一

部有声立体动画长片+铁扇公主, ")9#)$在制作

形式和题材内容上均呈现出明显的民族风格和特

色#成为继美国+白雪公主, +小人国, +木偶奇遇

记,后的第四部大型动画片& (日本动漫之父)手

冢治虫也曾称受+铁扇公主,启发而走上动画电

影创作道路"

&

!$世纪 "$'2$年代#我国掀起一股(民族风

格)动画电影创作高潮& 由特伟%虞哲光%靳夕%

钱家骏等老一辈动画电影艺术家探索创作的木偶

片%水墨动画片%剪纸片%折纸片%工笔重彩型动画

片等不同类型的动画电影#将中国绘画%戏曲%剪

纸等民族传统艺术与动画电影技术完美结合#形

成了极具民族风格的动画电影创作浪潮#后被称

为(中国动画学派)& 如木偶片+神笔, ")9""$和

动画片+骄傲的将军, ")9"2$#在场景设置%人物

造型%故事情节以及人物语言和思想情感等方面#

均具有鲜明的中国民族特色#(开创了美术电影

民族风格的先河)

#

& +小蝌蚪找妈妈, ")92$$和

+牧笛,")92+$#则被视为(代表着中国动画电影

事业在民族化道路上的重大飞跃#奠定了动画电

影3中国学派4的地位)

$

& 工笔重彩型动画长片

+大闹天宫,")92)$是典型的东方线描卡通#更被

视为这一时期我国动画电影民族风格成熟的

标志&

!$世纪 ,$ 年代前后#中国动画电影屡获国

际大奖#在世界电影界掀起一股热潮& 动画片

+大闹天宫,")92)$%+哪吒闹海,")9%9$#水墨动

画片+牧笛, ")92+$%+鹿铃, ")9,!$以及剪纸片

+鹬蚌相争,")9,+$等#受到国际电影节的热烈欢

迎& 至 )9,"年#共有 !9 部动画电影获国际大奖

##次#并有国际评论认为#中国动画电影(已经达

到世界第一流水平)#形成了独具风格的(中国动

画学派)

%

& 因此#参考当时国际动画界知名的

(萨格勒布动画学派)#极具中国民族特色的水墨

动画%剪纸动画%木偶动画等被称为(中国动画学

派)

&

& 可见#(中国动画学派)是 !$ 世纪 ,$ 年代

国际动画电影界对建国后极具中国特色和风格的

中国动画电影艺术的一种赞誉&

!$世纪 ,$ 年代末#我国社会向市场经济体

制转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繁荣起来的(中国动

画学派)失去了创作土壤#创作团队被推向市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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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座谈纪录,#+读书,)9,!年第 9期&

颜慧#索亚斌!+中国动画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 !$$"年版#第 !$页&

本文引文中的(美术电影)均指动画电影& 长期以来#我国动画电影曾称美术电影#表现出(以画为本)的创作倾向& 参见松林!

+愈有民族性 愈有国际性'''美术电影民族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当代电影,)9,"年第 !期&

颜慧#索亚斌!+中国动画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 !$$"年版#第 22页&

张松林!+寻觅美术电影民族化的足迹,#载+中国电影年鉴 )9,",#中国电影家协会主编#中国电影出版社 )9,%年版#第 %$页&

任彦!+寻找中国动画的精气神'''三个古稀老人眼中的(中国动画学派),#+杭州日报,!$)+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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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难以为继& 老一辈动画电影艺术家的认知还停

留在(美术电影)阶段#认为动画电影是(活动的

绘画艺术)#应承担道德劝诫式的教化和(为人

生)导向的责任& 他们对动画的(虚拟性)本体特

征"以(动)为本$认识不足#创作观念趋于保守#使

中国动画电影创意固化而难以创新突破& 此时期

我国动画技术落后#难以比肩国外动画大片#好莱

坞和日本动漫电影对国产动画电影造成了强烈冲

击#成为(中国动画学派)衰落的直接因素& 内外

交困之下#中国动画电影从被视为中国水墨动画绝

响的+山水情, ")9,9$后便少见具有影响力的作

品#此后十几年间远远落后于世界动漫电影的产业

化发展#(中国动画学派)彻底告别世界动画界&

(中国动画学派)的繁荣与衰落见证了中国

电影的历史变迁与时代更迭& 直到 !$$" 年以

后!

#+喜洋洋与灰太狼,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大鱼海棠,+白蛇缘起,+哪吒之魔童降世,等国

产动画电影开始繁荣#它们继承了(中国动画学

派)的精神内核#学习西方动画艺术#以独具中国

民族风格的故事讲述%人物设置%画面设计和更具

现代性的题材内容%特效设计等#逐渐打破了好莱

坞和日本动漫电影的垄断局面#并日益被我国电

影观众认可#动画电影(新中国学派)开始崛起&

!*-中国动画学派.的自觉理论探索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动画电影作品

不断推陈出新的背景下#著名动画电影编剧%导演

兼评论家靳夕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尝试系统研究

中国动画电影#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美术

电影的发展, "载+电影艺术,)9"9 年第 #%" 期$

一文#对建国后 )$年的中国动画电影进行了全面

阐述#探讨了此时期中国动画电影表现出的民族

特色与艺术风格& 另一动画电影导演特伟也曾撰

文论述中国动画电影探索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

成就"

& 这些资料成为后来研究(中国动画学派)

的重要史料& 可见#我国电影人于二十世纪五六

十年代已开始总结中国动画电影的创作经验#并

表现出一定的理论建构的自觉&

如前所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水墨动

画片为代表的(中国动画学派)在国际影坛大放

异彩& 我国电影学界也开始较系统地梳理(中国

动画学派)& 张松林在 )9,"年曾撰文梳理建国后

中国动画电影的民族化发展道路#重点分析了动

画片+大闹天宫,从敦煌壁画%民间年画%传统戏

曲中汲取艺术营养#以及其民族打击乐配音%韵白

化的对话等特点#认为它具有(一种浓厚的中国

古典艺术美)#中国动画电影可通过走民族化道

路影响世界#

& 尹岩则论述了动画电影(中国学

派)的艺术特征#如寓教于乐的教化方式%写意传

神的艺术手段%别具风采的美术风格等#认为中国

动画电影已然形成(民族的独特艺术体系与美学

品格)#成为世界动画界令人瞩目的 (中国学

派)

$

& 但伴随曾轰动世界影坛的中国水墨动画

片于 ,$年代末悄然谢幕#对(中国动画学派)的

理论探索也几近停滞&

直至 !$ 世纪末#才有学者再次呼吁#(中国

的美术片创立了独特的中国学派)

%

#(中国动画

学派)再次进入电影学术研究视野& 随着国产动

画电影创作的再次繁荣#动画电影(新中国学派)

崛起#大约从 !$$" 年开始#相关研究也开始呈现

繁荣态势& 电影学界不仅着手梳理(中国动画学

派)理论#而且开始建构动画电影(新中国学派)

的理论体系& 新世纪以来#出现了(中国动画学

派)造型美学%审美风格与嬗变等动画艺术研究#

动画电影的叙事策略%表演与角色研究%美学范

式%理论体系建构%发展史研究#从文化生态%文化

自觉%全媒体语境等不同视角研究动画电影(新

中国学派)的特征#并开始辨析动画电影(新中国

学派)与(中国动画学派)的精神渊源及前者的创

$!)

!

"

#

$

%

!$$#年底#国家广电总局发布+广电总局关于实行优秀国产动画片推荐播出办法的通知,"广发编字<!$$#=)",%号$#决定自 !$$"

年 )月 )日起实行优秀国产动画片推荐播出办法#推进国产动画片精品工程#因此#!$$"年国产动画电影开始繁荣&

特伟!+创造民族的美术电影,#+美术,)92$年第S+期&

松林!+愈有民族性 愈有国际性'''美术电影民族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当代电影,)9,"年第 !期&

尹岩!+动画电影中的(中国学派),#+当代电影,)9,,年第 2期&

金天逸!+中国美术片,#+电影艺术,)999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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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路径!

&

从(中国动画学派)的发生%繁荣%衰落#再到

动画电影(新中国学派)的坚守与创新#具有民族

风格的创作实践和本土电影理论探索#为(中国

电影学派)夯实了电影创作与理论研究基础& 不

可否认#(中国动画学派)更重创作实践而轻理论

体系建构#近年来虽有上述种种学术探讨#但仍缺

乏整体性%系统性和理论深度& 因此#还需要加强

理论梳理#总结经验%认识不足#建构动画电影

(新中国学派)的理论体系#将之纳入(中国电影

学派)#从而推动新世纪中国动画电影产业的繁

荣与飞跃&

!三"推进$(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学派)的理论

体系建构

如果说#(中国动画学派)的贡献更多在于

(中国电影学派)创作经验的积累#那么#(中国电

影理论批评学派)的贡献则更多在于其理论体系

的建构&

!$)"年#学者饶曙光撰文梳理了我国电影理

论批评的历史经验#倡导从中国电影创作实践出

发#在借鉴西方电影理论的基础上#尝试探索中国

电影话语体系的本土化建构#(建构电影理论批

评的中国学派#形成建立在当下中国电影实践基

础上的科学话语体系%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

"

从历史逻辑和学术理路入手探析(建构电影理论

批评的中国学派)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他还梳理

了 !$世纪 +$年代(软性)(硬性)电影论争和 ,$

年代电影理论批评热潮等我国电影理论批评本土

资源#认为我国学界尚未有效激活本土文化%艺术

和美学资源#但我国电影创作实践的积极探索和

创新(正在生成一个关于中国电影艺术%美学%文

化%经济等多维度的3共同体4)#他尝试以(共同

体美学)概念高度概括我国电影理论批评话语#

从本土美学视角探寻我国电影理论批评研究

范式#

&

!$)%年开始#学者们论证(中国电影学派)的

焦点是梳理我国本土电影理论批评的发生与发

展& 其中的典型代表是李建强的研究#他从发生

学和形态学视角#学理性地推演(中国电影理论

批评学派)"与上述(电影理论批评的中国学派)

意义同$的历史资源%现实基础#认为它是在(传

统与现实%国际与国内%团体与个体%策动与呼应

等)多种因素中催动生成#其建构是一个(不断发

生%发展的变动过程)

$

-因此#中国哲学与艺术理

论的关联研究是(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学派)的根

基#只有用中国智慧博采众长#努力发掘%阐释民

族文化的精髓#并借鉴美%俄%英%法%德%日%韩%印

度等国家及北欧地区的电影理论与经验#兼收并

蓄#在(借鉴中激活传统)#避免(构筑自我想象的

3电影理论制高点4)#才能逐渐建构(中国电影理

论批评学派)的开放体系%

&

饶曙光的文章发表时间要早于北京电影学院

对(中国电影学派)的全面提倡与研究#从倡导到

尝试使用(共同体美学)作为中国电影理论批评

话语体系的关键理念#该文对(中国电影理论批

评学派)的探讨逐渐拓展并深入& 李建强的文章

则试图将中国哲学与艺术理论作为(中国电影理

论批评学派)发生的重要理论基础#但还停留在

大而化之的倡导层面#还需进一步探讨& 虽然由

于时间浅近#(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学派)的理论深

度还远远不够#但仍可以和更早的(中国动画学

派)一样#被视为(中国电影学派)的先声#并共同

完成了对这一观念建构的自觉推进#成为电影学

术研究理论自觉的表征&

)!)

!

"

#

$

%

参见李三强!+重读(中国学派),#+电影艺术,!$$%年第 2 期-李鸿明!+借鉴与融合!中国学派动画电影的民族艺术风格研究,#

+文艺争鸣,!$)#年第 ,期-徐坤!+(中国学派)动画的内涵建构'''以传统戏曲对动画的影响为例,#+当代电影,!$)# 年第 )$ 期-陈

峰!+(中国学派)动画色彩运用中的视觉隐喻现象及启示,#+当代电影,!$)"年第 % 期-高超#孙立军!+(中国学派)动画电影中的东方

神韵及其现实意义,#+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年第 2期-陈峰!+文化生态视阈下(中国学派)动画的嬗变探析,#+当代电影,!$!$年第

+期-盘剑!+(新动画中国学派)的理论体系建构,#+民族艺术研究,!$!)年第 )期-杨晓林#王奕!+全媒体语境中(新动画中国学派)之

本体重建,#+民族艺术研究,!$!)年第 )期-王丽#杜子阳!+(中国学派)动画的兴衰%经验与教训,#+当代文坛,!$!)年第 +期-等等&

饶曙光!+建构电影理论批评的中国学派,#+电影新作,!$)"年第 "期&

饶曙光!+(共同体美学)与建构电影理论批评的中国学派,#+中国社会科学报,!$!$年 "月 !)日&

李建强!+建构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学派的发生学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 2期&

李建强!+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学派的形态学研究论纲,#+电影新作,!$),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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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4历史回应$(中国电影学派)的提

出与发展

从(中国电影学派)的发展历程看#经历了学

界对 ,$年代中国电影创作实践成果的总结和未

来期许到 !)世纪基于国家意志的宏大建构这一

漫长历程&

!一"初提(中国电影学派)$学界自觉的学术

探索

从时间上来看#整体观照中国电影的(中国

电影学派)观念#几乎是与(中国动画学派)同时

被提出的& 早在 )9,)年#罗艺军就在探讨电影民

族风格时#提出了立足我国民族生活现实#借鉴域

外电影经验并对其进行民族化#同时继承民族艺

术传统并将其电影化#以形成 (中国的电影学

派)

!

#这是迄今最早论及(中国电影学派)的文献

资料& !$ 世纪 ,$'9$ 年代#郑雪来%杨曾宪%黄

式宪%黄会林%陈山等学者都认为#我国电影风格

迥异于西方#他们从不同视角提出建构(中国电

影学派)或电影领域"影视艺术$(中国学派)的设

想"

& 陈山还断定中国电影古典时期"!$ 世纪初

至 #$年代末$有着(辉煌灿烂的电影艺术成就#

标志着世界影坛独树一帜的中国学派的创立&)

#

显然#上述学者是在整体观照中国电影的基础上

倡导(中国电影学派)的& 而电影(民族化)问题

则是中国电影学派的重要逻辑起点& 由电影(民

族化)问题论争至倡导(中国电影学派)#是 !$ 世

纪 ,$年代学界在电影创作实践和电影理论批评

创新背景下的自觉学术探索& 然而#,$'9$ 年代

对(中国电影学派)的倡导虽不绝于耳#但真正在

创作实践上不断出新#并在学理上开始着手探讨

的#还是 ,$ 年代对(中国动画学派)的研究& 而

直到近期#由于国家政策和意志的推动#整体上的

(中国电影学派)观念才真正得到学界的普遍认

同#(中国动画学派)也被纳入作为其分支&

!二"再提(中国电影学派)$国家政策的强力

推动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电影创作与电影

产业迎来了全新发展& !$)! 年#中国成为全球第

二大电影市场$

& !$)# 年#中国电影产业体系初

步形成#(电影g互联网)成为新常态& !$)" 年#

(国产新大片)

%崛起#电影票房超 #$$亿#比 !$)#

年增幅近 "$q#国产影片市场份额超过 2$q

&

#中

国电影开始走向工业化& 顺应电影创作实践与电

影产业的飞速发展#国家政策与法规相应出台!

!$)#年 " 月#我国提出(实现由电影大国向电影

强国的跨越)

'口号#标志着互联网经济背景下我

国开始走向电影产业发展转型之路& 我国第一部

文化产业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

进法,于 !$)%年 +月 )日正式施行#从国家法律层

面规范约束并推进电影创作与电影产业发展&

作为回应#电影学界的自觉学术探索也在此

时达到新的高度& 作为观念的(中国电影学派)

被再次提出并在学界掀起学术研究热潮#与北京

电影学院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 年#原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李岚清在北京电影学院建校 2" 周

年校庆时#作了题为+知识分子与文化修养,的讲

座#期望我国(创作能够影响世界的) (中国电影

学派)

(

& 这样重要场合的发言#显然是国家层面

的决策#而这也成为北京电影学院引领(中国电

影学派)研究的发端& 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在

!!)

!

"

#

$

%

&

'

(

艺军!+电影的民族风格初探"下$,#+电影艺术,)9,)年第 ))期&

参见郑雪来!+电影学及其方法论问题'''兼谈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学的一些设想,#+电影艺术, )9,# 年第 + 期-杨曾宪!

+论电影民族化及其创作任务,#+电影艺术,)9,,年第 !期-黄式宪#施湘飞!+时代投影!主体的苏醒及其镜语重构'''台湾%大陆新一

代电影的美学比较,#+北京电影学院学报,)99$年第 !期-黄会林!+中国影视美学建设刍议"下$,#+当代电视,)99, 年第 , 期-陈山!

+经典的建构 五六十年代中国电影理论的成熟,#+电影艺术,)999年第 "期-等等&

陈山!+经典的建构 五六十年代中国电影理论的成熟,#+电影艺术,)999年第 "期&

刘汉文#张林明!+!$)!年度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分析报告,#+当代电影,!$)+年第 +期&

+当代电影,杂志于 !$)2年第 !期(本期焦点)栏目提出了(国产新大片)的观点#并在(编者按)中提及(大投入%多特效%高票房

是它们共同的特征)#当年代表作有+捉妖记,+寻龙诀,+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等&

陈旭光#石小溪!+!$)"中国电影年度报告!产业%艺术与文化,#+创作与评论,!$)2年第 !期&

财政部!+关于支持电影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财教<!$)#="2号$#QLLT!--RRR*D'O*/0-I(0RC0-!$)#

3

$2-)9-/'0LC0Lt!%$#!+,*QLK&

+李岚清!期待出现能影响世界的中国电影学派,#中国新闻网视频#QLLT!--RRR*/Q(0G0CRJ*/'K-JQ(T(0-!$)"-)$

3

)%-0CRJ2$+92"*

JQLKB&



第 !"卷 李燕群!从(中国学派)到(中国电影学派)!中国电影学派的体系建构

!$)2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

要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

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

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

& 在国家政

策强有力的支持与推动下#北京电影学院将(发

展和夯实中国电影学派)作为建设(双一流)高校

的重要旗帜"

#并立即着手建设(未来影像高精尖

创新中心)以组织力量展开相关理论研究& 该中

心还于 !$)% 年正式成立(中国电影学派)研究

部#围绕其核心概念和理论体系展开研究#旨在

(从电影艺术创作经验总结%电影理论话语体系

创新%电影工业生产转型升级等研究领域发起

3中国电影学派4的研究和建设#探索中国电影学

术发展的新理念%新模式和新路径&)

#自此#(中

国电影学派)研究进入全新发展阶段&

!三"高速发展$(中国电影学派)的研究热潮

!$)%年后#学界组织了一系列学术活动"括

号里为主办单位和时间$!(建构中国电影学派%

建设中国特色国家电影智库暨+中国电影批评年

鉴.!$)2,出版) "北京电影学院 !$)% 年 9 月$%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迎接中国电影学派建设

新时代)"北京电影学院 !$), 年 # 月$%(上海电

影与中国电影学派) "上海戏剧学院 !$), 年 2

月$%(中国艺术传统与当代中国电影的创新发

展)"北京电影学院 !$), 年 2 月$%(中国电影学

派理论建构) "北京电影学院 !$)9 年 ) 月$%(中

国科幻电影的创世元年与中国电影学派的理论建

构)"北京电影学院 !$)9年 +月$%(中国电影3走

出去4!海外市场与文化竞争力) "北京电影学院

与中山大学 !$)9 年 )) 月$%(首届中国电影地缘

文化研究)"陕西师范大学与北京电影学院 !$)9

年 )!月$%(新时代中国电影学派) "北京电影学

院 !$!) 年 " 月$%(电影理论体系建设与中国电

影学派研究) "+艺术学研究,编辑部与北京大学

!$!!年 "月$等& 通过研讨会#电影学界集思广

益#掀起探讨(中国电影学派)理论建构等问题的

研究热潮& +电影艺术,杂志于 !$),年第 !期还特

别策划了(中国电影学派)专栏#+当代电影,+北京

电影学院学报,+电影新作,+电影评介,等电影学

术期刊#也发表了大量相关研究论文& 侯光明%贾

磊磊%王海洲%刘军%周星%胡智锋%丁亚平%陈犀禾%

史博公%陈旭光%檀秋文%李道新%范志忠%袁智忠%

黄会林%潘源%李建强%金元浦%金丹元%厉震林%万

传法%虞吉%黄鹏%张阿利%陈阳等学者开始围绕(中

国电影学派)的概念内涵%现实依据%价值体系%建

设构想与路径%形态与意义%文化内核%主体建构%

发展策略等进行研究#并对其研究现状和历史脉络

进行史学梳理& 由北京电影学院刘军教授作为首

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电影

学派的理论体系构建研究)#于 !$), 年获准立项#

标志着(中国电影学派)的理论研究真正得到国家

层面的认可推行#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可见#在国家政策有意识引导%电影创作实践

日趋繁荣与电影产业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北京电

影学院在 !$)2 年再次提出(中国电影学派)观

念#并迅速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与深入研究& 它

既是对 !$世纪 ,$年代以来学界相关探索的历史

回应#同时#它也源自国家层面对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的策略指导& 由倡导电影研究的(学院派)(新

学院派)而至(中国电影学派)

$

#既表现了学者们

一以贯之的自觉学术探索#也体现出他们对中国

特色电影学术研究话语体系的持守&

三4全新起点$(中国电影学派)建构

的学术探索

!$)%年以来#电影学界以(一种基于国家电

影品牌建构的战略设想)

%

#尝试在中西电影观念

+!)

!

"

#

$

%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QLLT!--RRR*I(0Q>G0CL*/'K--T'B(L(/J-!$)2

3

$"-),-/t))),,9))!,t+*QLK&

侯光明#支菲娜!+构建(中国电影学派)'''侯光明访谈,#+电影艺术,!$),年第 !期&

马李文博!+北京电影学院成立中国电影学派研究部,#+中国艺术报,!$)%年 ))月 )%日&

关于学院派%新学院派的倡导#可参见侯光明!+试论(新学院派)电影的产生%创作特征及其现实期待,#+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年第 +期-吴冠平!+(新学院派)电影建构的维度,#+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年第S)期-钟大丰!+(新学院派)需要有适应新环境的学

理性基础,#+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年第S)期-王一川!+平面化浪潮下的深度重构'''中国电影界的(学院派)与(新学院派),#+北

京电影学院学报,!$)"年第S)期-侯光明!+新学院派电影创作的立场%精神与价值诉求,#+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年第 2期-等等&

贾磊磊!+中国电影学派!一种基于国家电影品牌建构的战略设想,#+当代电影,!$),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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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合融通之中建构独具特色的(中国电影学

派)观念体系#这也是我国电影民族化探索的全

新起点& 具体来说#其学术探索主要是从以下几

个方面进行的&

!一"核心$(中国电影学派)概念内涵的界定

建构(中国电影学派)观念体系的核心#是界

定其概念内涵& 不过#目前学界并未清晰界定其

概念内涵#只是呈现出不同角度的阐释& 侯光明

曾明确提出#(中国电影学派)是由理论系统%实

践创作系统%人才培养系统和产业配套系统等几

部分构成!

#由此形成了主要以创作%理论%教育%

产业等几方面内容为(中国电影学派)主要研究

对象的观点& 李道新将(中国电影学派)的外延

拓展至中国电影研究的更多方面#并将其置于学

术史研究的总体框架中#认为其应有广义和狭义

之分#广义上说#与中国电影相关的一切活动和现

象都是(中国电影学派)的重要部分#狭义上说#

它(首先是一个知识体系)#主要是指关于中国电

影(进行具有学术史意义的归纳和总结)

"

& 也有

学者认为它既指研究中国电影特定形态%风格%创

作和精神文化内涵等内容的学术共同体#也指具

有整体标识的中国电影的独特景观#

#或是(一种

包括电影艺术的创作理念%电影文化的传播策略%

电影产业的发展模式在内的中国电影的总体建构

战略)

$

&

梳理学界对(中国电影学派)概念的界定#我

们不难发现#其内涵阐释非常广泛& 根据理解角

度或层面的不同#它是(中国电影)的总体战略%

创研体系%知识体系%学术共同体%文化符号或整

体标识#无论从电影创作%电影理论批评#还是从

电影体制%产业%市场%教育等各方面#都应具有鲜

明的中国文化特色& 同时#强调(中国电影)的主

体性#涵括了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在内的具有地域

含义的(中国电影)以及凸显民族意识%国家意识

并被赋予文化含义和政治含义的(中国电影)&

而隐含的他者#则是他国电影#尤其是西方电影或

欧美电影& 这样#(中国电影学派)就在中西文化

交融互渗和跨文化的背景下#成为一个凸显国族

意识的重要观念&

(学派)指(同一学科中由于学说%观点不同

而形成的派别)

%

& 英语的 J/Q''B一词既指(流

派)#也指(学派)& 可见#学派更注重学术研究和

理论层面#流派则可兼指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指

按一定风格划分的创作团队或按题材%类型等组

成的艺术流派#有时两者可以等同& 从世界电影

发展史来看#(派) (学派) (流派)大多时候也可

混用& 如 )9)$年代的英国布莱顿学派和瑞典电

影学派%)9"$ 年代的波兰电影学派#便更侧重于

它们在电影创作实践上的突出贡献& 而本文所论

(中国电影学派)#并不指按题材或类型区分的艺

术流派#也不仅指按一定风格划分的创作团队#它

更偏重于电影理论层面的界定#同时包含了电影

创作与产业实践的内容& 因此#可以从狭义和广

义两方面对其进行界定!狭义上#它主要是学术研

究派别#指对(中国电影)进行的学术研究及其共

同体-广义上#它既是一种理论倡导#也是一种研

究方法#更是一种话语体系%学术团队#具体来说#

既包括具有中国特色%风格和气派的电影创作实

践#也包括基于中国社会与文化及中西文化交融

背景下对(中国电影)的学术研究#如呈现中国独

有精神和文化内涵的电影理论批评%电影教育%电

影产业%电影体制%电影史学等#以及研究上述各

方面的学术共同体&

可见#(中国电影学派)本质上是我国电影话

语体系本土化%民族化建构的表征#体现出全球语

境下我国电影界主体性建构的努力&

!二"关键$(中国电影学派)的理论体系建构

理论体系建构是(中国电影学派)能否成立

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最关键的便是论证其合法性

和合理性& 从 !$)% 年开始#学界研究(中国电影

学派)的焦点是梳理其学术理路与发展脉络& 如

#!)

!

"

#

$

%

侯光明#支菲娜!+构建(中国电影学派)'''侯光明访谈,#+电影艺术,!$),年第 !期&

饶曙光#李道新#李一鸣#等!+对话与商榷!中国电影学派的界定%主体建构与发展策略,#+当代电影,!$),年第 "期&

周星!+建构中国电影学派!传播视域的概念探究与其适应性,#+现代传播,!$)%年第 ))期&

贾磊磊!+中国电影学派建构的反向命题,#+电影艺术,!$),年第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 %版$,#商务印书馆 !$)2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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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电影学派)研究的触角探向海派传统"上

海电影$%进步电影"左翼电影$%戏曲电影"戏曲

艺术$%中国新电影运动#以及(影戏)理论%(电影

文学说)%民族化理论%国外改编理论#等等& 虽

然已有不少成果#但研究成果还过于分散#许多关

键性问题如民族化问题%(影戏)论等还需要更进

一步探讨&

如前所述#电影民族化问题是(中国电影学

派)的逻辑起点#也是其理论体系的核心问题之

一& 从 !$世纪 +$'#$年代的(民族性)或(民族

主义)探讨!

#到 "$'2$ 年代关于(民族形式)问

题的批判"

#再到 ,$年代关于(民族化)的论争#

&

可知#电影如何由舶来品而 (中国化)或 (民族

化)#是学界一以贯之讨论的问题#在社会动荡不

安或变革加剧之时#甚至成为我国电影研究的核

心问题& (中国电影学派)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便是对这一问题的学术梳理& 同时#学界还尝试

将(民族化) "(中国化)$问题与电影叙事%影像

美学%媒介技术%电影市场%电影工业等问题相结

合#从电影美学%电影思维%电影文化等层面入手#

建构中国电影(民族化)研究体系&

(电影)在(江浙等省名叫3影戏4#京津一带

名叫3电影4#广东又叫3活动影画4)

$

#可见#(影

戏)最初只是对电影的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与民

间戏剧形式关联的称呼& 对(影戏)论的系统梳

理是从 !$世纪 !$年代开始的& +影戏概论,+影

戏学,+影戏剧本作法, +中国影戏之溯源,等论

著#对(影戏)的电影观念和表现手段等进行了初

步阐释和归纳总结& +$年代后#(电影)逐渐代替

(影戏)一词#而具有本土特色的(影戏)观念则被

悬置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直到 !$世纪 ,$年代中

期#钟大丰和陈犀禾两位学者开始系统梳理(影

戏)观念#钟大丰的+论(影戏), +(影戏)理论历

史溯源,%陈犀禾的+中国电影美学的再认识'''

评/影戏剧本作法0,三篇论文通过对(影戏)理论

生发的梳理#确定(影戏)美学是(一种具有独立

品格的存在)#是可以区别于西方电影理论体系

的(一种具有深厚东方色彩电影理论体系)

%

& 由

此#作为中国电影美学与表现形式的(影戏)论#

开始成为中国电影理论的重要观念&

总之#除前述(中国动画学派) (中国电影理

论批评学派)之外#作为 (中国电影学派)的分

支'''中国电影史学派%中国电影表演学派%中国

电影舞蹈学派%中国区域电影学等也被提出&

#电

影工业美学%共同体美学%意象美学%电影伦理学

等则被视为(中国电影学派)的重要美学原则或

理论框架'

& 除了(中国电影学派)的概念界定%

内涵%研究对象%学术传统%发展脉络等已有一定

探讨#其他如媒介语境%价值体系%影像伦理%电影

哲学%审美体系%叙事体系%地缘文化等研究均有

少量涉猎& 而(中国电影学派)的表演体系%音乐

体系%视觉造型体系%文学剧本体系%编剧体系以

及中西电影学派比较等方面的研究#则还有更多

"!)

!

"

#

$

%

&

'

参见秋苑!+电影上的民族主义,#+影戏杂志,)9!9年第 #期-秋原!+电影之民族性,#+电影月刊,)9+$ 年第 # 期-卢梦殊!+民族

主义与中国电影,#+电影,)9+$年第 #期-李椿森!+民族主义电影底建设,#+电影月刊, )9+$ 年第 # 期-叶培大!+民族主义的电影论

"续$,#+影戏生活,)9+)年第 #)期-郑用之#王绍清!+民族本位电影论,#+中国电影"重庆$,)9#)年第 +期-等等&

主要指由徐昌霖的+向传统文艺探胜求宝'''电影民族形式问题学习笔记,"载+电影艺术,)92!年第 )%!%#%"期$一文及其引发

的系列论争&

如+电影艺术,杂志曾发表大量文章参与论争#参见松林!+美术电影要走民族化的道路,#+电影艺术,)9%9 年第 ! 期-张暖忻#李

陀!+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电影艺术,)9%9年第 +期-巩志伟!+关于电影音乐的民族风格及其它,#+电影艺术,)9,$ 年第 % 期-王云

阶!+民族化和创新,#+电影艺术,)9,$年第 ,期-艺军!+电影的民族风格初探"上$,#+电影艺术,)9,)年第 )$期-艺军!+电影的民族风

格初探"下$,#+电影艺术,)9,)年第 ))期-邵牧君!+电影美学随想纪要,#+电影艺术,)9,#年第 ))期-杨曾宪!+论电影民族化及其创

作任务,#+电影艺术,)9,,年第 !期-等等&

周剑云#汪煦昌!+影戏概论,#载+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上$,#丁亚平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 !$$"年版#第 !!页&

陈犀禾!+中国电影美学的再认识'''评/影戏剧本作法0,#+当代电影,)9,2年第 )期&

参见邓佑玲!+舞蹈学中国学派的构成及其方向,#+北京舞蹈学院学报,!$)9 年第 ) 期-檀秋文!+建构(中国电影史学派)刍议,#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9年第 !期-厉震林!+从历史到现实!构建中国电影表演学派话语体系,#+电影艺术,!$!$年第 +期-史博公#于

丽金!+中国区域电影学!命名与旨归'''从(中国电影学派)的构成及拓展谈起,#+现代传播,!$!)年第 ,期-等等&

参见潘源!+电影符号学与电影意象论比较研究'''探寻中国电影学派理论建构的基石,#+艺术评论,!$)9 年第 )$ 期-陈旭光!

+电影工业美学与中国电影学派,#+艺术百家,!$!$年第 !期-范志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电影学派新的美学原则,#+中国社会科学

报,!$!$年 "月 !)日-范志忠#田鹏!+电影伦理学与中国电影学派,#+艺术百家,!$!)年第 )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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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挖掘的空间&

!三"基础与保障$(中国电影学派)的创作体

系#学术共同体和教育体系建构

学界对于(中国电影学派)创作体系%学术共

同体和教育体系建构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主要表

现在以(中国电影学派)为理论或方法观照电影

导演或电影作品#尝试梳理和建设(中国电影学

派)的创作流脉和体系#或梳理重要学者如夏衍%

钟惦蓒%罗艺军%张骏祥等的学术思想!

#将其置

于(中国电影学派)学术流脉#并以此为契机开始

建构电影学术共同体&

电影研究都是在电影创作实践的基础上进行

的#因此#创作体系的建构是(中国电影学派)建

构的基础& 贾磊磊曾指出#可纳入(中国电影学

派)的电影作品#应是(能够代表一个时代正确的

社会思想方向%能够体现一个时代前沿性的艺术

美学风范%能够凝聚一个时代民族文化精神的影

片)#(是艺术与经济%思想与产业%文化与商业的

结合体&)

"即既要具有中国特色%风格%气派和民

族文化精神#又能表现时代和社会风潮#还能体现

电影的商业娱乐性的电影作品#才能纳入(中国

电影学派)作品库& 这样的选品标准显然更倾向

于主流大片#而将一些优秀的文艺片等排除在外&

目前#(中国电影学派)作品库的建构仍在进行

中#从现有研究来看#主要集中在对世界影响力较

大的第五代导演及其作品的研究上& 事实上#它

既可以包括已约定俗成的中国第一代到第六代代

表导演及其作品#也可以将重新发现的早期和晚

近时期的另一些优秀导演及其作品纳入其中#包

括切近于时代%不断出新的导演及其作品& 这样#

由历史视野而至创作现状#才能勾勒出一脉相承

的(中国电影学派)的创作流脉& 因此#能体现时

代与社会文化思潮#表现中国特色%风格%气派和

民族文化精神的电影作品#均可纳入(中国电影

学派)作品库&

学术共同体与教育体系的建构#既是(中国

电影学派)建构的重要保证#也是这一开放%流动

的宏伟工程建设的重要保障& 目前相关研究极

少& 如前所述#我国重要电影学者几乎都在关注

(中国电影学派)的研究#已有一定学术共同体自

觉#但仍相对松散#且对学术共同体的研究仍然匮

乏& 而(中国电影学派)教育体系"包括创作与研

究人才培养体系$的建构#则显得更为匮乏& 诚

如有学者指出#这拨由(国家意志阐释的焦虑与

学术自觉影响的焦虑因缘际会%同频共振)而推

动形成的研究热潮#(必须落实在学者个体的创

造和学术共同体的共识基础上#才符合学术发展

的内在规律)

#

& 学术期刊%学术会议联动制造的

一拨又一拨研究热潮#需要以基本的共识为基础#

也需要更多元化%更系统性的拓展研究#才能得以

延续& 因此#在研究热潮中冷静反思(中国电影

学派)观念及其体系建构#也应是其题中应有

之义&

结语

(中国电影学派)研究热潮的形成#受到文

艺研究(中国学派)的启发#历经(中国动画学

派)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以及(中国电影理论

批评学派)的理论推进#受到构建国家电影品牌

的国家政策与意志的直接推动& 从(中国学派)

到(中国电影学派)#我国电影业界和学界经历

了近一个世纪的辛勤探索#期间有繁荣%高潮#

也有断裂%失语#体现了我国电影人在民族电影

创作实践与理论探索上的自觉性和主体性

特征&

(中国电影学派)观念是从学界掀起的一场

具有一定意识形态特色和政策性的倡导#它虽然

具有一定的学术自觉性#但总体而言#它更像是一

场自上而下的电影观念变革#是我国电影领域学

术自信的体现& 由于研究历史过于浅近#(中国

2!)

!

"

#

参见郑炀#张秀文!+探索中国电影理论学派的上海因素'''以张骏祥的(电影文学说)为中心,#+电影新作,!$),年第 )期-饶曙

光#李国聪!+钟惦蓒与中国电影学派,#+电影艺术,!$),年第 +期-饶曙光!+罗艺军与中国电影学派,#+电影艺术,!$!$年第 "期-饶曙

光#朱梦秋!+夏衍与中国电影学派,#+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年第 +期-等等&

贾磊磊!+中国电影学派建构的反向命题,#+电影艺术,!$),年第 !期&

朱晓军!+国家意志与学术自觉的回归与殊途'''对构建中国电影学派热的冷思考,#+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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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学派)的众多研究对象'''电影产业%电影

市场%电影体制%电影教育%电影理论批评%电影实

践等#仍处在相对稚嫩甚至空白状态& 我国电影

学界还需不断开拓新的思路#在学术史的梳理下#

由史带论%史论结合#拓宽(中国电影学派)的研

究路径#拓展其研究领域和范畴&

N$"B (@5+%-.-125""') /"(@5+%-.-N+'B125""')!

45-@"%./$#2/+"%"(@5+%-.-N+'B125""'10./-B

[;jG0?m>0

"8/Q''B'EAQ(0CJC[G0D>GDCG0& [(LCHGL>HC#AC0LHGBAQ(0GY'HKGBN0(OCHJ(LP#e>QG0 #+$$%9#AQ(0G$

!"#$%&'$! MQCHCJCGH/Q >TJ>HDC'E(AQ(0CJCE(BK J/Q''B) (J@GJC& '0 LQCJLHGLCD(/GJJ>KTL('0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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