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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里尼》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人物速写与影像
第二部分 阿里斯塔尔科《故事与反故事》
第三部分 《甜蜜的生活》读解
现代社会的大壁画——著名作家图利奥·盖茨论《甜蜜的生活》
金棕榈大奖平息了风波——《信使报》评论员科斯坦佐·科斯坦蒂尼说《甜蜜的生活》
费里尼电影语言结构中的自然主义元素——著名导演、作家帕索里尼论《甜蜜的生活》
电影元素完美融合在一体——其他国内外评论
第四部分 费里尼与主创人员
《甜蜜的生活》的诞生——威尼托大街上发生的故事
费里尼与作曲家尼诺·罗塔
费里尼与摄影师马尔泰利和美工、服装师盖拉尔迪
费里尼与马尔切洛的友谊
马尔切洛·马斯特罗亚尼的回忆
马尔切洛：费里尼的代言人、形象的替身
马尔切洛与卡尔迪纳莱谈费里尼的《81／2》
第五部分 《甜蜜的生活》剧本
第六部分 《甜蜜的生活》与人文景观
后记
作者生平及创作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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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里尼》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毫无疑问，1960年是意大利电影复苏的一年，这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即使人们
不愿把新现实主义作为一个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学派谈论，然而从某种程度上看，它早期的一批优秀
作品也还是富于人情味和表现力的。但这种风格单一的电影时代已成过去。当然，作为一种创作倾向
，新现实主义并没有结束，有很多问题人们还会触及而且也必然会触及。实际上，它对外国导演（如
著名导演罗戈辛、毕伯曼以及美国的“野蛮眼睛派”。导演等）曾发生过的影响迄今犹在；扎瓦蒂尼
也根本没放弃他那实际上已显陈旧的《我的意大利》的摄制计划。他在编写了《世界末日》的续集后
，又兼为调查式的纪录片《意大利妇女和爱情》和德西卡的《一个女人的日记》的拍摄做准备。可以
说，一个历史周期是结束了，而另一个时期却正在开始。这是意大利电影在经历了一段长时期的由包
括检查制度、各方面的压力以及导演自身问题等因素构成的危机之后所出现的局面。这种危机在1957
年达到了极点。那时维斯康蒂正醉心于非理性的遐想和表现人的本质性的孤独，醉心于运用那种在艺
术上虽有癌泌，但实质上都属于颓废的“先锋派”的风格。 1959年，在经历了“四导演危机”（即维
斯康蒂和摄制了《喊因而向他们的家属勒索钱财。故此，影片以描绘贝尔托内那种“善于钻营”和“
善于周旋”的品性为主导方面是对的，人物形象也塑造得令人信服，几乎可以说是完美的。当党卫军
上校缪勒向他摆出两条出路：或者上军事法庭，或者冒充已被秘密处决的德拉罗维莱将军到米兰圣维
托雷监狱去检举抵抗运动的领袖之一法布里齐奥时，他选择了后者。看来，这是合乎逻辑的。影片的
第二部分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但是冒充将军的贝尔托内却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他不但没有向敌人告
密，而且还甘心情愿同一批死囚一起走向刑场。“贝尔托内一德拉罗维莱真的是叛徒吗？我不得而知
。我只知道他像那些不该死去的人一样，死去了。”影片摒弃了《德拉罗维莱将军》原作者蒙塔内利
在上述疑问中想法，即不管贝尔托内一德拉罗威莱是否有罪，只凭他像福索里的其他人一样不明不白
地死去这一点，就该为他“开脱”。原作者在“基督教教义”基础上理解的宽恕（“耶稣并不因巴拉
巴在身旁而感到羞耻”）并不排斥罪行的实际存在。 影片明确肯定，这个“善变的，让人担忧的人物
”并没有背叛。但不管怎么说，第二部分缺乏第一部分的那种说服力。本来，外部世界——即作为一
方的监狱、抵抗运动战士和作为另一方的德国人——必然会同人物、人物的变化和人物的最终行为密
切相关，但影片却没有表现这个外部世界如何辩证地、有力地去促使人物的内心出现明显必然的变化
。那些政治犯、那个法布里齐奥（显然是影射现实生活中的毛里齐奥和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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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里尼》

编辑推荐

《费里尼:甜蜜的生活》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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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里尼》

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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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里尼》

精彩短评

1、阿里斯塔尔科那篇论述几乎就是对意大利电影的总概述，相当有价值；当年对《甜蜜的生活》的
各种评论、费里尼与cast们的关系、剧本，脑中回想画面、厘清12个段落，近期打算重温大师，一个永
远梦幻、充满欢乐和荒诞的顽童。
2、关于《甜蜜的生活》较为详尽的记录
3、太学术的又看不懂，做参考书差不多，以后一定还用得上。
4、阿里斯塔尔科那篇五星，其他没啥，书脊和封底抄了CC的logo是要闹哪样？
5、资料相当全面，角度相当客观，其中还有剧本甚至导游材料，是理解甜蜜的生活非常好的读本。
不过中国对费里尼的忽视已经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了，简直没有基本专著可读，也是矬子里拔将军。
6、果然是精致的电影啊，想看粗剪版甜蜜的生活
7、书题源于费里尼的影片《La Dolce Vita 甜蜜生活》,全书脉络清晰，内容包括分析、评论、演职员采
访；电影剧本也被收录其中，正好作为延伸阅读的好素材
8、没学到，有启发。
9、第一次读剧本，读的时候电影里的场景一幕幕再过了一遍，耳边循环的是电音原声，感觉不赖。
10、PPP给LDV的著名影评我碰巧读过部分原文然而看到书里的翻译觉得好像是两篇不同的东西⋯
⋯FF为了向德劳伦蒂斯表明男主非MM不用，立时将主角名改为"马切罗" (...) Steiner的演员定不下来
，PPP说用Alain Cuny因为其人身形"神似哥特式教堂""和搭好的大教堂场景比较匹配" 哈哈哈
11、很好，从剧本到导演、制片、摄影、演员、作曲、特别是电影家对大师作品的整体论述，很有价
值！，以后多引进!
12、第二篇相当于新现实主义的总结了，第三篇有帕索里尼的评论。。剧本占了一半的篇幅
13、刚看完《甜蜜的生活》，正好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虽然很多文章涉及很多别的没看过的电影。
。- -。。
14、感知大师的思维，除了前面的118页前的对撒按个导演的分析看着还行，后面的都是为了充厚度，
后面的剧本纯粹是玩的。看完书，感觉有受骗的感觉。
15、能看到当时的电影评论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借鉴了文学批评，对费里尼其人也能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
16、我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花28块买了这本书，看完心好累
17、翻译也是醉人 应该按约定俗成来翻译人名和片名吧 
18、赤裸裸费里尼。
19、阿里斯塔尔科的电影叙事研究值得反复品味
20、因为这本书才去看《甜蜜的生活》，才知道费里尼这个导演。才知道那时候黑白电影的制作成本
也挺大，《甜蜜的生活》选角色、拍摄等过程。
影片结尾时，呈现给观众的魔怪竟然是条鱼。我们的许多焦虑源自过多的幻想、不切实际的期望、伤
感的情怀。

21、第二部分，超五颗星！
22、这样的电影大家的书，拥有还是值得的。
23、有些电影需要看书才能进一步领会
24、1.读完阿里斯塔尔科的《故事与反故事》，有一股想把五六十年代意大利电影刷完的冲动；2.费里
尼初始尼诺·罗塔——“一天，费里尼从设立在波河路的卢克斯电影公司出来，恰好遇见在公共汽车
站等车的尼诺·罗塔，于是，费里尼问他等几路车。罗塔说出了他等的公共汽车号码，但那路车不经
过那里，正当费里尼向罗塔解释时，公共汽车却神奇般地到来了。”；3.马斯楚安尼曾经在纽约不给
嘉宝面子；4.看了第六部分，更想要早日重返罗马和梵蒂冈了；5.“在意大利，你可能不知道总统是谁
，但你不能不知道费里尼是谁”；6.想起一个朋友对费里尼的概括——“他是个好人”
25、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浪荡劲儿
26、一个游历在地狱里并寻找着什么的凡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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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里尼》

章节试读

1、《费里尼》的笔记-第120页

        影片结尾时，呈现给观众的魔怪竟然是条鱼。我们的许多焦虑源自过多的幻想、不切实际的期望
、伤感的情怀。

2、《费里尼》的笔记-第1页

        故事与反故事，即情节与非情节

电影理论史

烦恼，莫拉维亚

维斯康蒂的故事手法，安东尼奥尼的反故事手法，费里尼的“镶嵌画”手法以及扎瓦蒂尼的具体而又
富有象征意义的新现实主义手法

克尔恺敦尔说过：我们是可以达到事物极端境界的，条件是我们必须成为基督的弟子，而要做到这一
点，又必须由上帝让我们具备这条件才行。

费里尼说《甜蜜的生活》：这部影片是一幅表现灭顶之灾，确切地说是奢华的灭顶之灾的大壁画，即
天主教帝国的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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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里尼》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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