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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电影理论及电影发展史研究

1895 年 12 月 28 日，伴随着最早的一些短片《火车进站》

《工厂大门》《水浇园丁》等播放，电影艺术正式诞生 [1]。 

而后来自不同国家的电影先驱及电影人不断投入这门独特

的艺术中来，促进其逐步不断发展并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

验，从无到有的创建形成、完善更新电影理论。中国电影发

展至今，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电影理论也在实践与发展

中不断完善。20 世纪 80 年代后，中国电影无论是从产量，

还是质量方面都得到了充足的发展，学术界理论方面也出现

了前所未有的争鸣热潮，期刊作为反映电影学科发展的重要

展现侧面，无时无刻不促进和繁荣着影视艺术理论。其中《当

代电影》经过不断地发展，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作为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与中国传媒大学合作主办的核心刊

物，社科类期刊《当代电影》更是对中国电影理论建构以及

重现电影史等方面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2]。

电影理论建构及学术讨论一直是《当代电影》的重要

关注方向。纵观 21 世纪后不同年份及时期的《当代电影》

期刊，不难发现期刊中都有关于电影理论建构的模块和讨

论，如“电影理论”“博士论坛”“学术视野”“专题研究”“电

影与媒介”“外国电影”“新时期电影研讨”等模块，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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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性论文为主。学术性氛围浓厚，特别是在全新改版后以

全新面孔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本期关注”或“本期特稿”

中，亦会不定期出现关于电影理论讨论的文章以及学术研究

文章。不可否认，电影理论的讨论逐步成为期刊内容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正因此，其影响力越来越大。近二十年来，

《当代电影》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电影理论的讨论从未间断，

通过对理念创新、创作思路、影视审美等方面的观照，一方

面使得期刊逐步走向成熟稳定，对于学术实力的要求逐步增

强，另一方面凸显了主创单位及团队对于电影学科理论构建

的严谨学术要求，为电影理论完善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除了对于电影理论建构外，对于电影史的重塑及资料

整理也是《当代电影》杂志关注的重要领域。如在期刊中设

置了“重写电影史”栏目板块，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不

同维度对中外电影史展开了学术探讨及探索。有反映民国地

方电影事业发展状况的《阎锡山与民国山西电影事业——从

1924 年阎锡山拍摄“阅兵电影”说起》，有观照不同时代

中国不同类型电影影像塑造的《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立

体武侠电影景观评述》，有对于特殊时期电影表演群体发展

的史学考究，如《歌舞明星与歌女传统：论 20 世纪 30 年代

的上海电影女童星》，更有对电影产业发展过程中参演主体

的研究，如《近代中国电影演员的来源与薪酬研究》，分别

从近代电影演员的出身进入电影事业的角度和片酬组成结

构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此外，《当代电影》还有“外国

电影”“多元视角”等栏目板块的设置，刊录了从中国和其

他国家电影先驱、电影公司、时代变迁中的电影史学思维等

多维度的学术性的文章，为广大学术受众及电影研究者提供

了丰富的电影史资料。综上，《当代电影》期刊作为广大学

术受众的电影艺术交流平台，通过对于电影史的多角度、多

维度、系统化的文章探讨，不断完善着国际电影史学资料，

也丰富着电影发展史的研究角度与学术话题，推动着电影史

学的不断发展。

2 新作评议及类型研究

纵观中国电影百余年的发展史，电影艺术实践的发展

与成果离不开对于经典作品的欣赏。关于中国和其他国家经

典影视作品的学术性探讨始终是《当代电影》关注的重要办

刊方向。自 1984 年创刊以来，《当代电影》主创人员注重

对当代新近电影作品的内容研究与价值探索。同时《当代电

影》致力于对电影作品进行细分类型，以不同题材、时期、

背景题材、创作范式等作为分类依据，展开学术性探讨与评

析，受到学术界电影人的一致评价，在电影学科期刊中引领

了对于类型化电影题材的全新讨论思路，在类型化电影评议

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当代电影》 不仅时刻保持着学术性，而且时刻保持

追求前沿性及创新性。始终坚持用独到的视点、犀利的视角

关注新人新作。一方面，期刊栏目板块时刻保持创新，特别

是 21 世纪后，该刊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与北京广播学

院合办。期刊栏目板块设置了“新作评议”，对上个月上映

的优秀院线电影进行评议分析，更是对每期期刊彩色封面下

足了功夫，采用时下影响力较强的新作影视作品的剧照或

海报作为封面或封底，使得每期期刊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

感觉，新作醒目直接映入眼帘，且在新作评议分析过程中，

不仅是对一部影视作品分析，更对多部时下热映、反响强烈

的电影艺术作品进行学术讨论及评议。在有限的篇幅中更多

元、更广泛地展现了时下热门影视作品，探讨其影视创作规

律、传递的人文内涵、影片叙事技巧、人物影像塑造、形成

的电影美学范式等。另一方面，《当代电影》中新作评议所

入选文章着重关注内容方面的学术性及权威性，角度新颖，

思路清晰，内容宏富、观点独到且论据充分，不断对于新人

佳作作品进行多角度解构，对新人佳作进行了学术性探讨，

丰富了学术争鸣话题，提供了创作的理论支撑，为电影艺术

的创新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助推作用。

作为商业化的主要电影形式，类型电影是最为常见的

表现形式。类型电影发端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

随后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西方电影学界不断对其进行创作

研究与学术探讨，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创作模式及艺术风格。

中国类型电影在 20 世纪末开始流行，港台动作片、武侠片

逐渐进入人们视野，自一开始登上银幕就深受大众喜爱，

与此同时影视学术界对于类型电影的学术研究也未曾间断。

《当代电影》关注商业化电影产业发展，不断致力于对于类

型化电影的学术研究及探讨 [3]。在栏目设置时开设了专门关

于类型电影研究的“类型研究”板块，选题紧跟时下话题及

时下关注热点，定期选择其中一类类型中的多部电影、从不

同视域下展开学术探究，如在往期期刊中曾做过深入类型

研究的医疗题材影片、霓虹黑色电影解构、港台武侠电影发

展探究等。如在一期医疗题材类型电影研究探讨的模块设置

中，又分别收录了癌症电影题材创作探究、台湾疾病题材电

影抒情表达研究、医生形象题材电影的叙事表达策略、阿尔

茨海默病类型电影的叙事研究等多篇文章，从而使板块内容

更加丰富，学术性以及综合性和概括性得到明显的提升，多

元的角度也使得选题内容更加全面。此外，在“多元视角”

栏目板块中，亦有对于类型电影多角度、宽领域的分析，如

对好莱坞不同类型电影题材多文章收录，以多元视角对特殊

时期的特定类型作品的解构，也是《当代电影》对于商业化

电影类型片发展与探讨的有力支持。

3 对于电影创作群体的推动

专业电影期刊是电影专业学术人重要的学术交流沟通

平台。学术理论的研讨必将促进艺术实践的繁荣与发展，对

于创作主体及艺术实践过程中的任何环节都有重要的影响。

作为学术性及权威性极强的月刊《当代电影》，更是不断通

过对创作主体的关注，推动着电影创作的高质量前进，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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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时期以来，其对中国新锐电影人在影视创作方面的方向

性引领，起到了定根把脉的重要作用。

《当代电影》对于青年电影人及创作者的关注始终未

曾间断，且对于青年电影创作群体的关注在不同时期及时提

供实践的交流平台，做到紧跟时代学术前沿，贴合文艺大众

方针政策。新时期以来，随着期刊的全新改版，多个栏目板

块的设置均有对于青年电影学者及创作群体的关注，如“新

作评议”“本期特稿”“博士论坛”等。这些栏目板块中收

录的文章，有来自学术专家、高校教授、学生群体以及普通

电影爱好者，通过不同角度及视域及背景下，亦或对青年电

影导演多部佳作的探究分析给予电影类型分类，如王一川的

《奇迹笨小孩：传奇式现实主义的定型之作》，除了对于电

影本身类型的定义探讨之外，更是对于电影创作主体导演的

创作思路、叙事以及结合早期电影《我不是药神》的创作风

格进行了学术研究，文章更对文牧野导演创作团队所形成的

传奇式美学范式文艺样式给予肯定，并在最后给予该美学范

式的发展充满了期待。从而对于青年电影创作者文牧野给予

了更强的创作信心及创作思路引导。此外，《当代电影》通

过“本期特稿”的形式，关注新锐导演群像的集体创作，如

尹鸿、徐皓月的特稿《在全球化背景下崛起的中国 80 后导

演》，通过对于特殊背景下 80 后导演群像的观照，讨论如

何在新思维、新时期、新视野的背景下使可持续发展，成为

电影创作的重要力量，从而让中国电影走向未来。这样的专

题讨论，不仅凸显了对于新导演群体寄予的厚望，也足以让

已经成为中流砥柱的 80 后电影人产生新思路，激发创作热

情，不断地、坚定地创新实践、多元发展，抓住新时代特殊

发展机遇，稳定创作根基，从而多元创作 [4]。《当代电影》

自创刊以来，一方面通过平台形式，多角度宽领域的不断推

动电影理论完善与发展，让更多青年电影人出现在学术界，

让更多新观点、新思想出现碰撞，繁荣学界理论。另一方面，

《当代电影》自第五代导演以来，就不断持续关注新锐年轻

导演的创作发展，关注其电影作品所传达的深邃思想，深入

影视作品背后关注创作者的特殊成长环境，更深入地了解创

作者。对于青年创作者的全面关注，正是对于中国电影未来

的关注。

4 结语

伴随着中国电影一百多年的发展，各式多样的电影期

刊同样伴随其左右，这些期刊对电影艺术这门综合艺术门

类，各个时期、不同领域、多重角度、多元视角的进行观照

与欣赏，不断推进着电影艺术的繁荣与发展。《当代电影》

作为学术性月刊，始终紧跟时代发展，不断完善创新形式，

致力于对于中国和其他国家电影学科的学术理论繁荣发展、

不断完善充实电影史料、深入类型化研究、观照电影界创作

现象、紧跟学界动态专题研究，始终致力于为青年电影创作

者提供平台化的支撑，对中国电影创作及产业发展时刻保持

敏锐的洞察发现及引导，已经成为目前中国十分具有影响力

的学术性期刊，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电影人不断地朝着中国

电影前进的道路不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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