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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之痕》

内容概要

由戴锦华主编，其作者群中既有戴锦华、索萨、李杨、毛尖、滕威、张慧瑜等中国大陆文化批评家、
电影研究专家，也有李政亮、开寅等港台和海外电影研究学者；他们不但具有国际视野，而且生活、
穿行在世界各地，可谓代表了华语世界电影研究与批评的重要一支。《光影之痕：电影工作坊2012》
将以对电影事实和影片事实颇具发轫性意义的"2012年度电影访谈"开篇，更有戴锦华教授对2012年度中
国及世界电影的全面总结、冷静观察与深邃思考，让人在领略到精彩纷呈的2012年度电影文化的同时
，轻松地完成一次不可多得的理论旅行，学会阅读未曾说出已然说出的电影事实。
《光影之痕：电影工作坊2012》的主部由六部分组成，分别讨论以《白鹿原》为代表的中国大陆影片
、以《凯撒必须死》为代表的欧洲影片、以《逃离德黑兰》代表的好莱坞影片、以《桃姐》为代表的
港台及其它亚洲国家影片，以及点评精粹、理论武库，其间不乏对这些影片的文本细读，但更为重要
的则是对这些影片的症候式阅读，一方面展示本书作者基于揭示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介入立场，另
一方面帮助读者形塑不可或缺的批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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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主编简介
戴锦华，曾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现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北京大
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兼职教授，并曾在美国、欧洲
、日本、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数十所大学任客座教授。从事电影、女性文学和大众文化的研究
。专著有《浮出历史地表：现代中国妇女文学研究》《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涉渡之舟
：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电影批评》《性别中
国》和Cinema and Desire: A Feminist Max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Dai Jinhua’s Works等专著十余种，译
有《蒙面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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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片点评
2012电影大事记
编后记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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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年度访谈要点：好莱坞对美国精神的叩访，为何总是林肯而不是华盛顿？数码转型可能带来的变
革是什么？真实与虚构的界限？长镜头艺术？最重要一句：”反抗未必通往自由“，呼唤平等的人可
能是下一个独裁者，这分明是冷战胜利者的历史结论。
2、比光影之隙要好得多，一本比一本进步。
3、学术味满满，棒棒哒！
4、可能是之前期待太高了吧，总之不如想象中满意。
5、学术味太重，就不能抛开那种一本正经的范吗？
6、读起来费劲。本来就基础薄弱，加之戴老师的功力已经到了每句非用术语套术语的表述方式不可
，私人理解的东西摆上台面讲口吻就偏强硬，不甚喜欢。她的学生或其他教授的文章反而容易阅读点
，但解读方式和方向不无例外都受到戴的影响。文中说本着对社会、电影负责的态度进行电影研究，
而非一般大众化的影评，我反而觉得看影评比看这些“研究”有趣得多。
7、看了能有所收获
8、没觉得多好，参差不齐
9、戴锦华老师新书挺不错，推荐一下
10、里面有一篇关于夺命金的分析好厉害T T看这本书的时候还去了解了下她的经历 很敬佩她能够去
做自己想做的事。
11、冲着戴锦华去的，就是不知道这个【主编】有多大的分量
对于刚上大一的我来说哦此书的水平已经足够的高了。最近一直在挤出尽可能多的时间看12年和15年
的电影。和迈迈姐说起了看这本我高一时出版的输的尴尬，许多电影别说看过了，连听说都没有，不
想再次尴尬所以只能不停的补习电影。她说这很好啊，有一点迷影人的意识了，心理有很大的一块窃
喜.
12、研究电影的可以仔细看看
13、更像电影市场研究
14、光影系列已经成了俺的年度期待。放弃了流行杂志的即时性，在强大的理论武库支撑下，电影机
器显影了可见/不可见的线索勾连，回避了单纯的文本美学分析。打开褶子之后的社会史、文化史维度
，引领俺感受未曾说出已然说出的影像纵深处的真实世界。
15、才看了第一章，分析美国电影的文化背景和现实意义！
16、年度电影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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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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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光影之痕》的笔记-第53页

        戴锦华：选择电影，固然是由于我个人的专业，更是由于电影尽管已不再如当年那样，是社会的
“晴雨表”，但仍是显露、透视社会文化的大视窗。迄今为止，你仍可以在世界电影中“读”到关于
今日世界的近乎“一切”消息：主流与非主流、或反主流的，中心或边缘的，奢靡或苦难的；或者用
我们刚才的比喻——你可以旁观尼禄的盛宴，也可以目击燃烧的罗马城。我们当然希望通过电影，发
出我们的、有些许不同的声音；至少是通过电影，去记录、见证、思考变局中的世界。这是我们的初
衷，也是我们的定位。

2、《光影之痕》的笔记-第470页

        很赞的书，但是很多电影没看过，因此跳了许多。

好莱坞大片娴熟的社会修辞策略：
揭露矛盾，暴露真实，而后在叙事逻辑（而非社会逻辑）上给出想象性解决，以遮蔽现实，抚平社会
的创痛、焦虑。《阿甘正传》具有数码转型的示范意义：
汤姆汉克斯所饰演的阿甘，被天衣无缝地嵌入了纪录片中，当代美国式的若干关键场景和时刻。这已
不再是哲学层面上的关于真实与幻想的讨论，而是在形而下层面上颠覆了关于电影作为人类历史上最
诚实的目击者（记录），和最伟大的谎言家（特技与剪辑效果）的二重身份：影片正是以目击者的身
份表演了谎言家魔术。
如果作为历史见证的记录可以如此完美地呈现，那么我们又将如何定义影像和记录？《人类之子》的
提示在于：
数码技术已然改变了巴赞纪实美学之长镜头的基本语义。看似仍然是连续时空中段落镜头呈现，但当
胶片的介质规定已经不再，其纪实与时空连续的意义便可能是虚拟。数码转型正全面改写电影语言语
法、叙事规则。且不论，更为深刻的是观影与接受方式的多元，密集（重复观影）和弥散（片段观看
）。《白鹿原》：
这部写于20世纪90年代的长篇小说，有着典型的产生于80年代历史文化反思运动中的历史观。如果说
它曾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成功地履行了其社会现实批判的初衷，那么无论是相对于世纪之交新主流叙
述的重建与确立，还是相对近年来再度涌现的中国历史叙述纵深，白鹿原都已是明日黄花。
电影的问题：不仅是小娥传遮住了白鹿原，而是女性诱发的男性的欲望逻辑毁灭了伦理社会的表述。
尽管偏移了原作之告别革命或中国历史终结的昔日主旋，但相对于今日现实，仍十足的不及物。前有
秦王骤热，后有楚汉获宠。被略去的正是其间的陈胜吴广——农民起义推翻暴秦。而这根失落在历史
叙述缝隙里的“绣花针”，实则是20世纪50-70年代主流历史中核心场景。必要的“缺省”之后，楚汉
之争成为纯粹的逐鹿问鼎，成为“中空”的历史观、价值表述的“丛林法则”通用替代。

3、《光影之痕》的笔记-第52页

        当中国电影开始变成了一个巨型的娱乐工业，开始变成了一个吞吐大资本的机器时，影评作为电
影市场的一个重要的链环，自然也开始与资本相关或直呼“挣大钱”。简单地说，“影评人吸金”等
报道，则既逻辑又谬误。所谓逻辑，是指1997年互联网落地中国之后，网络为影迷和迷影者打开了全
新的空间。网络影评写作，曾经是单纯的、爱电影的人的书写板。当网络影评人建立了自己的公众信
誉，市场重金收买，写者受雇做如是说，无疑逻辑。言其悖谬，是因为中国电影始终缺少的，正是市
场—观众意义上的影评人（我自己在1989—1990年之间做过尝试，在为非电影因素受挫之后，再未对
自己做此类定位）。类似角色的功能，是通过自己的趣味、判断影响观众的选择。在成熟的电影市场
上，影评人的影响也通常对应着特定的观众群，很少有人能包打天下。具有公信力的影评人由此获得
较高的收入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影评人的公信力建立在市场之上，其前提是他/她相对于“卖家”的
独立性——他/她可以为媒体雇佣，却不能为制片方收买。将自己的信誉/象征资本出售给制片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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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评人来说是自毁，至少是高额、快速透支。说来有趣，今日中国，一个颇为特殊的现象，就是我们
越来越经常地在各种专有名词（尤其是社会角色称谓）前加定语。比如，知识分子，如今有了“公共
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学院知识分子”。事实上，如果将“知识分子”这一称谓溯源到
其法国与俄国的源头上，不难发现，知识分子并非某种固定身份，而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功能角色：作
为文化人，一旦你加入了维护社会正义，反抗强势霸权的抗争，你便出而为“知识分子”。一旦放弃
了类似的选择或行为，你便可以继续做你的专家、学者、教授。知识分子，必然是公共的、有机的，
也许与学院有关，实则无大涉。知识分子，因此不是“知道分子”、“姿势分子”。回到我们的话题
，今天的影评人前面不时需要加上“独立”二字，正是今天的社会文化生态问题的显现。恐怕问题不
在于影评人获得了何其巨额的收入，问题是他通过了怎样的路径获得。如果巨额收入的唯一源头或者
有效源头是从制片方收取报酬并撰文回报，那么这就不是影评，只是软文、广告了；如果他因此成功
地引导/误导了观众，那么事情就只能在市场、职业伦理的层面上去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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