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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和机器人和
谐相处! 智能机器人作为最好的
生产工具和人类伙伴! 逐渐深入
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 而由于机
器人"三大法则#的限制!人类对
机器人充满信任! 很多机器人甚
至已经成为家庭成员$ 这是美国
科幻电影%我!机器人&中描述的
未来社会!而所谓的'三大法则(

分别是) 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个
体! 或者目睹人类个体将遭受危
险而袖手不管* 机器人必须服从
人给予的命令! 当该命令与第一
定律冲突时例外* 机器人在不违
反第一+第二定律的情况下!要尽
可能保护自己的生存$

如果机器人能够严格遵守,三
大法则(!也即是说机器人能够明辨
是非!知道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那
么人类和机器人群体之间将会和谐
相处$但是在电影中!机器人由于具
备了自我进化的能力!它们对,三大
法则(有了自己的理解!随时会转化

成整个人类的,机械公敌($于是!一
场制造者和被制造者之间的战争拉
开序幕$ 电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话
题) 我们怎样才能让机器人明辨是
非! 或者说人类怎样才能永远控制
住机器人!让它们为我们所用$

人类即将全面进入机器人时
代$ 机器人将跟人类社会发生根
本冲突!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如果
人类现在不未雨绸缪! 将来可能
会让局面变得无法收拾$ 霍金曾
深具远见地指出),人工智能的进
化速度会比人类更快! 而它们的
未来还不可预测$ (美国作家温德
尔-瓦拉赫和科学史教授科林-艾

伦长期关注机器人的应用及前景
问题!他们认为在未来数年内!人
工智能系统可能会摆脱人类监
管!自主做出决定!甚至走上反抗
人类的道路$这种不确定性!将使
机器人面临的道德风险日益凸
显!因此!人类迫切需要确保机器
人的设计符合道德规范$

温德尔-瓦拉赫和科林-艾伦
所著的%道德机器&一书包括"机器
道德为什么如此重要(等

#!

章!基
于人类道德判断和伦理的本质!深
入探讨了人类在设计具有道德判
断能力的机器人的漫漫征途上所
面临的巨大挑战$在快速回顾了最

前沿的道德哲学与人工智能之后!

作者指出!当机器人要承担越来越
多的责任时! 为了我们的安全!它
们必须通过程序学会道德判断$而
设计某种功能性的道德指令!让
人工智能机器人习得某些基本的
道德感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
的$并且!即便让机器人承担"完全
的道德责任( 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但随着人类对道德理解的深入和
完善!能接收复杂道德指令的各类
服务型机器人未来终将诞生$

人工智能机器人已经在特定
领域胜过了人$但是!%道德机器&

问世时的基本信息依然没有变!

我们的任务依然是设计自主机
器! 让它们以可辨识的道德方式
行事!使用我们已经获得的社会+

政治和技术资源$ 机器人也应该
学会明辨是非! 这个问题在将来
必将得到圆满解决$

见微知著 以史通今
$$$评!中国现代电影产业与电影创作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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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复旦大学周斌教授主编的%中国现
代电影产业与电影创作研究丛书 &

&

卷
%以下简称!丛书"&终于面世了!这是近年
来在中国电影史研究领域所涌现出的一
项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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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来!中国
电影史学界有关"重写电影史(的呼声日
益高涨! 相关著作和论文不断出版发表!

使得中国电影史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深
度上都在进行着积极拓展$中国电影史的
研究不但打破了现代与当代的时间界限!

更是打破了大陆+港台乃至海外的空间区
隔* 其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影片和创作
者!进而扩展到从电影生产至放映等全产
业链* 也不再仅仅聚焦于主流类型研究!

而是向各种类型研究拓展*同时!其研究
方法还引入了美学+社会学等诸多的文化
研究方法$ 当然!"重写电影史(的关键还
在于新史料的发现+新方法的运用和新视
野的拓展$ 如果站在这样的高度!我们不
难看出这套%丛书&所作出的积极努力和
大胆探索$

微观史料与宏观视野相结合

%丛书&本着见微知著的态度和立场!

立足于研究中国现代电影史上的明星+天
一+联华+新华+艺华和电通等

&

家著名电
影公司$ 各位作者历经数年!尽可能搜寻
现存的各种文献资料和影像资料!意图详
尽展现各家公司在电影史上的起兴衰亡!

力求客观再现中国电影史现场$ 那些已然
尘封在故纸堆里的民国报刊和仅存的珍
贵影像!引领他们穿越历史的迷雾!捡拾
起那些如烟的往事$ 他们甚至还竭尽全力
地找寻一些历史见证者!为电影史的研究
增添一份生命活力$ 例如!为了深入了解
天一公司!作者周倩雯拜访了百岁高龄的
汤晓丹导演! 获取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
料* 为了对新华公司的有关史料进行甄
别!作者郑健健拜访了艾以先生!得到其
大力相助!获益良多$ 正是这种严谨的治
学态度和客观的求真精神!使这

&

家电影
公司得以完整的历史面貌呈现在读者面
前$ 每本书后的详尽附录!如公司大事年
表+出品电影年表+影片在上海各影院放

映情况表等!更是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
诸多便利!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电影史研究
的深入开展$

当然!%丛书&并不仅仅满足于史料的梳
理和历史的再现!同时拥有着电影史研究的
宏观视野$作者们积极利用中外历史研究的
新理论和新方法!广泛借鉴国内外已有的学
术成果!如程季华等的%中国电影史&著作!

以及福柯的"谱系学(和"知识考古学(+科恩
的"范式理论(+汉森的"白话现代主义(等理
论!真正做到了电影史研究"入得进去!跳得
出来($ 他们避免了以往电影史写作强烈的
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站在百年中国电影史的
全局视野上!对这些电影公司创作发展中的
得失成败予以冷静+客观的评述$

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相结合

作为
&

家中国现代电影公司的 "传
记(!%丛书&运用历时研究的方法!详细梳
理了各家影业公司的发展历程!不仅有始
有终!而且对各家公司不同的发展阶段进
行了学术性的总结$ 如作者周倩雯将天一
公司从

#<!;

年至
#<:=

年的历史划分为
四个阶段!即诞生期.

#<!;>#<!&

/+开拓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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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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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后期
.

#<:%>#<:=

/! 并和香港邵氏电影接续起

来!清晰地梳理出公司在各个阶段经营管
理+宣传策略+制片策略等的演变历程0 又
如!作者周仲谋梳理了艺华公司从草创到
正式成立!再到并入伪,中联(!直至最后
结束的整个发展过程!并将其发展历程分
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 在研究中
尤其关注其发展演变!不管是早期的左翼
电影!中期的,软性电影(!还是后期的,孤
岛(娱乐片!不仅呈现出各个阶段电影创
作的鲜明特色!而且凸显出艺华公司斑驳
复杂的文化色彩$ 历时研究方法的使用无
疑大大强化了其电影史的学术建构$

除了对各家公司纵向的历史梳理以外!

%丛书&也极为注重运用共时研究的方法$ 虽
然

&

家公司都独立成书! 但各位作者在行文
中都极为重视对同时代其他公司的横向比较
研究$ 如评析明星影片公司在中国电影史上
的地位时! 作者艾青将其置于中国早期电影
格局中的两次,三足鼎立(的语境中!进而对
明星与联华+天一公司在产业运作+美学风格
等方面的异同进行比较! 得出了令人信服的
结论$ 而在评析联华公司的历史地位时也同
样如此!作者郭海燕同样通过与明星+天一的
比较!尤其是通过联华+明星各自形象代言人
的对比!对联华公司的现代性进行反思!由此
指出其带有部分精英文化的特点$ 而对艺华
公司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做出评价时!作
者周仲谋也是将其放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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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中
国电影,四分天下(和,三足两翼(的格局中加
以观照!力争得出客观+公允的结论$ 正是这
一共时方法的运用!使%丛书&构成了一个有
机的整体! 各家电影公司不再是一个个孤立
的学术标本!而是互文共生!有效复原了中国
早期的电影现场$

历史反思与现实启示相结合

作为一套客观+ 严谨的电影史著作!%丛
书& 也秉持着历史与美学相结合的评价原则
和批评尺度! 在竭力复原各家公司的发展全
貌时!不去任意贬低其历史贡献和历史价值!

也没有随意拔高其历史地位!尽力做出客观
公允的评价$同时也十分注重探讨电影的艺
术本性!研究代表性作品的美学价值$ 如对
明星公司的研究!作者艾青就总结出了,明

星电影(的
%

种美学范型!即)商业美学+改
良主义美学+现实主义美学+通俗情节剧美
学$ 在对艺华公司的研究中!作者周仲谋也
专辟章节!对艺华公司左翼影片的美学风格
进行了重点研究!还分析了田汉电影剧作的
革命浪漫主义风格!阳翰笙电影剧作的革命
现实主义风格!等等$ 尽管电通公司的影片
极为有限!但作者黄玲依然对电通公司的美
学风格进行了重点研究!指出其

%

部电影虽
然都属于左翼电影!但风格迥异!表现的美
学风格也不尽相同!尤其是影片中的歌曲!在
中国现代电影音乐史上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
意义$

,重要的是讲述历史的时代!而不是历
史讲述的时代$ (福柯的这一论断对于历
史研究来说! 无疑具有现实的重大意义$

尽管是对近百年前的电影公司及其历史
的研究!但%丛书&的作者们却有着强烈的
问题意识和现实指向$ 他们在对历史的梳
理中!不断地指向当下的电影创作和电影
产业!具有清醒的现实意识$ 通过对明星
影片公司生产模式的研究 ! 作者艾青指
出!明星公司总是力图在把握时代潮流和
寻找最稳定的文化生产内容之间取得一
种平衡!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重塑!

以及艺术与商业两者的平衡问题!依然是
中国当下的电影产业及电影发展所面临
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在对联华公司的
总结中!作者郭海燕提出!联华的先锋美
学不可抛弃!因为没有先锋电影的繁荣环
境!就不会有商业电影的提升!并由此指
出!要给先锋电影的探索以生存空间$ 这
些通过深入研究和缜密思考所得出的真
知灼见!无疑对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产业
和电影创作的繁荣发展有着积极的现实
意义和有益启示!使电影史研究不再仅仅
是学人孤芳自赏式的理论构想!更是与社
会现实紧密相连的文化创造$

尽管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丛
书&在资料和体例上必定还存在着一些瑕
疵! 但各位作者所展露出的锐气和活力!

在学术研究中所表现出的踏实和耐心!以
及那些带着生命温度的文字和论说!无不
令人感佩$ 薪火相传!代代不息!期待中国
电影史研究能不断攀上新的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