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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影中旅行》

前言

他在影像里看见了什么？郝建/文小镇影院的孩子不管是跟别人谈到程青松还是想起程青松，眼前总会
出现一个近似《天堂电影院》的场景：电影院里，灯黑了，一个孩子眼睛瞪得滴溜圆，盯着那块银幕
，他奇怪，他高兴，他幻想，他跟着银幕上的那些人一起喜怒哀乐。不过，在我经常向人描绘或者自
己想象的场景里，还是有许多东西与那部影响了世界和中国许多观众的《天堂电影院》中的场景有颇
为不同的意味。在程青松面对的银幕上几乎没有那些美好的接吻镜头，在程青松工作的影院里，经常
停电；在程青松的影院里，还经常有人不买票也要进去，还经常为此耍横。据程青松回忆，这种情况
几乎天天都有。我不知道这种情况在那里现在还有没有，我也不敢联想这两种性质的情况在别处、在
别的事情上现在还有没有。在程青松的影院里，那个放电影的老头和纯真而对世界充满了好奇的孩子
是一个人，就是程青松自己。他是个年轻的放映员和不知疲倦的、爱看电影的孩子。程青松爱看电影
、爱想电影，就这么一路看了下来，就这么一路想了下来，直到今天有了好几本谈电影的书和这本《
在光影中旅行》。这本书使我想起我的非职业看电影的时光。在南京师范学院念本科时，我也是个电
影迷，经常跟同学们去体育馆、篮球场之类的地方看电影，有时还步行几公里跑到玄武湖公园去看电
影，我记得最便宜的票价是三毛钱。我想起来了，有时我也是另一种不买票看电影的观众：我也多次
靠混或者爬窗户挤进电影院。文革中放映被批判的电影时，像《武训传》、《清宫秘史》，我都是靠
这种办法进到南京师范学院的礼堂去看的，那是我后来的大学母校。最极端的一次是趴在屋顶的气窗
上看了一部电影，记得那是罗马尼亚的一部儿童片《巴布什卡历险记》。其实许多今天的电影专业人
员都是这样走进电影世界的：追寻着、放纵着自己的那点爱玩的心理、喜欢幻想的沉迷和对人情的敏
感，转而对这个影像世界里的那样细微复杂的形式，那些与现实世界紧密连接的理念、认识产生了认
真研究的兴趣。形式的敏锐感觉者和美的饕餮之徒也许是因为原本是业余电影爱好者出身，我看到程
青松对电影的言说中除了人道的感觉基点之外还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东西：对电影形式、电影的特殊
美感、电影本身肌理的敏感和爱好。我称之为“形式的美食家”。读程青松的电影言说，我觉得他也
是这样一个追求形式感、对电影艺术的感觉乐此不疲的“形式饕餮”。我确实看到一些说电影电视的
文字和说法，那哲学的高度、美学的范畴、大师的名字真让我觉得深刻、博学，可有时我在读了这些
文字之后，会觉得跟电影的观赏体验、跟电影自身的质感离得太远。如果这种理念推演跟一种既定的
政治和文化理论结合起来时，那就更可怕，这种理论就会立马变成一个筐，什么电影、什么导演都能
被装进去。直到今天，我看电影，跟别人聊电影，向别人介绍电影时，首先关注的还是电影看起来、
听起来怎么样。如果它是讲故事的电影，我首先关心它故事讲得怎么样，画面拍得怎么样，它表现的
人的情感怎么样；如果它是纯粹造意象，玩弄个人先锋理念和艺术感觉的电影，我就要看它的形式感
是否确实有美感、有创新。即使是这些打造超现实世界的影像，我也要在其中看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另
一种感觉和对世界的另一种解释。在程青松的文字中，有对电影的历史评判，有对电影政治上正确的
弦外和弦内之音，但分析都是跟电影的故事怎样讲，人物性格怎样走联系在一起的。这就落到实处了
。我们互相抄袭虽然程青松一直把我叫做“郝老师”，可实际上我只给他上过一个学期的类型电影课
，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一起穷聊，经常在一起吃饭，我们经常互相“抄袭”。他写文章，我经常觉得
许多想法甚至具体的言词都跟我的很像，有时我会问他，这好像是我跟你说过的，有时他在文章里引
用我的话，我都想不起某个说法是我啥时候说的，还是我们几个一起吃饭时“侃”出来的。当然，我
们经常在一起吃饭不是因为工作狂而是我们好吃、好穷聊，首先是因为我们觉得这当中有快乐。这种
现象使我想起科学上的一个规律：“茶杯精神”。英国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就把喝茶、讨论定为一
项学术研究和科学工作的制度。气人的是，我也经常“抄袭”程青松和其他的学生。我经常在私下里
说但没在写文字时承认：没有电影学院的学生们，我一定到现在也看不懂周星驰。我经常在艺术感觉
上与我的学生们互相对话，互相吵架。我有很多看法和想法是在跟他们的聊天甚至争论中形成或者“
改邪归正”的。郝建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电影理论家，编剧。

Page 2



《在光影中旅行》

内容概要

姜文、贾樟柯、王小帅、范冰冰、郝蕾、田海蓉 诚意推荐
电影不是一种记录，而是一种梦幻。我们经常会在电影院里走神，从幻觉回到现实，然后又从现实进
入幻觉⋯⋯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梦，我们一起去电影里找寻。
每一次观影都是一次旅行，现在，让我们开始光影中的奇幻之旅！“浮光掠影”，辑录了程青松近年
来的影评文字，对当下中国电影进行评介和思 考，帮助我们了解那些看过却未必看懂的电影；“光影
碎片”，记录了那些与电影相关的人与事，从人性、信仰、文化等角度对电影进行深度解读；“如是
我闻”，程青松与姜文、关锦鹏等知名导演开怀畅谈，影片背后的故事从这看似漫不经心的聊天中浮
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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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影中旅行》

作者简介

程青松，电影编剧、导演、影评人，《青年电影手册》主编，中国电影“金扫帚”奖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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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影中旅行》

书籍目录

序 郝 建
壹 浮光掠影
《卡拉是条狗》：作为一条狗以及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紫蝴蝶》：蝴蝶飞不过沧海
《巫山云雨》：曾经沧海难为水
《秘语十七小时》：在幻象的彼岸
《婼玛的十七岁》：婼玛的声音与世界的声音
《王首先的夏天》：王首先的家在哪里？
《像鸡毛一样飞》：生活在别处
《周渔的火车》：沉重的肉身
《恋爱中的宝贝》：贫血的宝贝
《我爱你》：张元在“回家”的路上
《和你在一起》：陈凯歌，和谁在一起？
《美丽的大脚》：杨亚洲的“意外失足”？
《芬妮的微笑》：贴错标签的“女性电影”
《英雄》：受虐者的梦魇
《租期》：田园将芜兮胡不归
《世界》：知识分子式杞人忧天
《千里走单骑》：乌托邦之旅
《小武》：一个人的遭遇
《三峡好人》：失落的家园
《郎在对门唱山歌》：爱情在未来之前幻灭
《桃姐》：优雅，也是一种生命的态度
《我11》：致我们伤痕累累的童年
《Hello!树先生》：被放逐的树先生
《颐和园》：精神漂流的一代
《霸王别姬》：迷恋与背叛
《蓝风筝》：一个时代的寓言
《春娇与志明》：香港男女的那些情事
《爱情的牙齿》：到心灵最深处去探索人性的光芒
《无穷动》：谁伤害了我们，我们又伤害了谁？
《青红》：回到生命的最初
贰 光影碎片
20世纪的童年往事
青春梦旅人
《暴雨将至》：时间不逝，圆圈不再
新小城，旧小城 看两版《小城之春》怎么说话
极乐大餐，人间滋味
瞬息京华 光影里的北京
当电影神童遇上太极高手
穿过黑暗的玻璃
与米兰·昆德拉相关的几个电影词条
基耶斯洛夫斯基 怀疑主义者的信仰
叁 如是我闻
姜文 让梦想继续飞
关锦鹏 既近且远，既远且近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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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影中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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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影中旅行》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看日本电影《入殓师》，会感觉那是一种生命的态度，是一种尊重，一种谦卑，也
是一种优雅。 2012年3月，一部华语电影，再次给我们带来相同的感受。优雅，真的是一种生命的态
度。《桃姐》这部貌似描写主仆情感的电影，其实是在跟我们讲述一种面对生命的态度。 影片《桃姐
》有大半的故事发生在“护老所”（养老院），桃姐在这里每天都目睹着生命的消失，因为有爱，因
为内心优雅，她战胜了恐惧，直到她也成为最终离我们而去的人。护老所门口那把椅子，人去椅空，
生生死死，仿佛日升日落，天天都在上演。桃姐不在了，可是生活还要继续，残酷之中有诗意，这何
尝也不是一种优雅的告别。 叶德娴扮演的桃姐是在李家工作了六十年的佣人，她把李家第二代少爷罗
杰（刘德华饰）养大成人，五十岁的罗杰也已经习惯了桃姐的照顾。在影片的开头，两个人之间的交
流非常少，罗杰吃着桃姐做的饭菜，喝着桃姐煲的汤，几乎没有互动，罗杰颇有点衣来伸手、饭来张
口的味道。身为电影制片人的罗杰还常常在内地和香港之间穿梭，直到有一天桃姐突然昏倒，醒来她
已经身在医院，桃姐中风了。为了不让罗杰操心，处处为他人着想的桃姐提出要去“护老所”。这是
一种谦卑，也是一种自尊，或者说桃姐是一个内心优雅的女性。 生活中的主仆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罗杰开始要抽出时间去处理与桃姐相关的问题。从寻找适合桃姐养护的老人院，到工作之余探望桃
姐，以及带桃姐出席电影首映礼，让桃姐见到喜欢多年的电影明星。桃姐也很快适应了护老所的生活
，与众多性格古怪的老人友好相处，也尽量多地把自己的爱给予他们。 导演许鞍华用纪录片的方式，
让镜头游走在护老所的每个角落，这些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栖生在护老所的老人都有一个让你去猜测
的身世，他们来自何处，他们有着怎样的命运，不管有着怎样的过去，这是他们人生的最后一站。护
老所的管理人员都换了四次，有位老人在多年前儿女移民将她遗弃在此之后，就再也没人来探望过她
。桃姐仿佛一个优雅的天使，她洞悉人生的秘密，她积极地锻炼，期待自己恢复健康。罗杰在桃姐健
康恢复之后，带桃姐回到家中，和桃姐一起整理储藏室，才发现桃姐竟然保留着自己童年的很多物品
。这个时候，罗杰才突然意识到桃姐不是家里的佣人，而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亲人。也许这样的省
悟来得有点晚，可是在许鞍华的叙述中，也没有刻意去煽情，即使在桃姐再次中风之后，罗杰推着轮
椅上的桃姐去散步，也是让罗杰转过身去，不让观众看到他眼中的泪。甚至在桃姐离开人世之前，罗
杰依然是平静地跟医生交代着桃姐的后事安排。桃姐已经深深地印在他的心中，观众的心中，导演的
叙事力道可见一斑。而叶德娴凭借此片的精湛表演获得威尼斯电影节影后和金马奖影后也是实至名归
。 影片的结尾，罗杰依然离开家去工作，桃姐的那扇窗户灯还亮着，她还在窗口看着街道，目送罗杰
出发，也迎接罗杰的归来。远处传来一首古代诗词的吟诵，没有悲伤，只有感动：“相见时难别亦难
，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
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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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影中旅行》

后记

很久没有写过关于电影的文字了，这两年尤其懒惰，感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编辑陈俞蒨耐心地帮我
整理出这几年的零星文字，加上2002年《看得见的影像》这本书的部分文字，重新编辑成《在光影中
旅行》。每一次观影都是一次旅行。电影是一门神奇的艺术，每一次观看电影，都可以把我们带到不
同的地方去遨游，总有一些让你感到记忆深刻的东西。看完电影，大家意犹未尽，还在一起讨论电影
，这是小时候就养成的习惯。我最早的观影记录是在1978年，我的小学时代，那本作文本还保存着。
现在看来很有意思。1986年至1995年，我的职业是一名电影放映员，一年365天，可以说是跟电影朝夕
相处。每部电影至少放三场，加起来也不知道放映过多少场电影了。很幸运的是，对电影还没有厌倦
过。旅途从未重复过，总是有新的发现。1995年至1999年，我在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读书，电影
学院有很好的电影氛围，在教室，在宿舍，在学院的放映厅，在电影资料馆，电影的话题永远是不眠
不休。从电影学院毕业之后，我开始从事电影创作。创作的基础是生活，而创作的动力则来源于一次
次的出发，归来和再出发。这本书献给在天堂的恩师夏汉碧女士。程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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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影中旅行》

媒体关注与评论

和程青松的交往谈不上密切。但每一坐下，就知道他要的东西和现在流行的东西不一样。初次有这个
感觉，后来慢慢地证实了。自然，自己的感觉也严谨了起来⋯⋯我想，青松用的是文字，为的是电影
。    ——王小帅    《在光影中旅行》使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那些他们真正看过的电影，那些人们还不
熟悉却感觉到特别的电影，以及这些电影背后的导演⋯⋯在某种程度上，它提供了一个指南和更深入
了解的途径。    ——章明    尽管对于电影的评论从来不曾停止，但究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电影评论呢?
程青松是国内活跃的青年影评人之一，看他关于电影的文章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个方向——率真，犀利
，自由，一种青春无忌的异类感觉。    ——路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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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影中旅行》

编辑推荐

《在光影中旅行:程青松电影笔记》编辑推荐：畅销书《青年电影手册》延伸读本，姜文、贾樟柯、王
小帅、范冰冰、郝蕾、田海蓉诚意推荐。知名电影人程青松唯一影评集，呈现他的电影观和世界观。
看懂文艺片的第一本书，集结经典文艺片另类点评，最具个人审美情趣的私家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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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影中旅行》

名人推荐

我的影评全部代表了我看世界的方式，或者说印证了我的世界观。——程青松

Page 11



《在光影中旅行》

精彩短评

1、写的一般，貌似为了出书写的吧
2、大小，格调小
3、书是双色的，颜色非常漂亮，跟书页的颜色也很配。翻着很有感觉，要是再来一杯咖啡的话就更
完美了。封面很文艺，喜欢，就算不看也可以做收藏。文字也很不错，比封面还文艺，呵呵~~适合睡
觉前看看。书里写的很多都是我非常喜欢的经典文艺片。现在看完影评再回头看看影片，我想会有更
多的收获的。
4、喜欢程青松特立独行的个性，他的书好小清新啊，跟他的风格一样。
5、期待！
6、读过《青年电影手册》，相信这本也很不错的，期待中~~
7、影评很精彩 推荐阅读
8、程青松的文字一般，评论也一般，全书最精彩的部分是姜文、关锦鹏的两篇访谈。
9、包装不错，内容浅显易懂，专业人士欣赏可能会觉得太浅显
10、和姜文的对话一下显出水平差异来
11、以前知道程青松是因为他的《青年电影手册》，几乎每期都买。这次在微博上看到他又出影评集
了，当然会立刻下手了，想不到程老师的影评集也这么精彩，文笔非常好，不愧是做编剧出身的。打
算再买一本送朋友，装帧很精美，送人不掉价。
12、很不错，普通青年也喜欢~~
13、影评写得太规矩了点，访谈部分也并没有对话的意思，很多短句子其实都是顺着受访人在说，引
以为戒
14、挑着看的
15、很好的影评，以后要把书里的电影都看一遍。
16、很不错，图文搭配  我很喜欢
17、用另一种角度，犀利的言语解读他所看得到的光影。书本质量不好。
18、目光空洞。要是不看作者會以為是電影學院2年級學生的作文。2013.07.29
19、还好，书的质量挺好的，但是内容没有我想得那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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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影中旅行》

精彩书评

1、谢却商业气息，在浮光掠影中，带我们领略那一幕幕的霎那，所有霎那于是成为永恒！在光影碎
片中，带我们回忆那一段段往事，所有往事因此如在眼前！让人信服的细节分析，展示作者的趣味所
在；只有电影业内人士才熟知的轶事，娓娓道来，品故事的同时，我们可以体味作者那份真情。有专
业的眼光，却没有晦涩的术语，恰到好处。PS：只读了目录、序和试读部分。
2、《卡拉是条狗》：我是一个人，抑或说我是一条狗，我也拥有完整的人性和全部的尊严，我不要
残破的生活，我不必左顾右盼，我是为自己而活的。每一次观影都是一次旅行。回想每次坐在影院里
，随着剧中人物哭哭笑笑，情绪完全融入故事里。故事虽然都是别人的，可很多时候却影射了我们实
际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读《在光影中旅行》，分享每段优美的文字，仿佛又回到了影院，重温看过的
电影，重新拾起那一段段记忆——美好的、搞笑的、心酸的⋯⋯
3、（如有引用，请注明出处，或与本人联系，谢谢。）寻梦，在我们的旅途中。旅行，在他人的梦
境中。 一段光影，是一场梦，也是一段旅程。看电影的时候，我总感觉那是一场在他人梦中的旅行，
好奇也欢喜，身处其中，时不时地有种在偷瞄别人内心深处的感觉，也同时揣测着造梦人的心思。从
看过的第一场电影，到挖空心思找片源、盯着下载速度发呆，再到如今，虽然观影的途径越来越便捷
，但并没有削减观影本身的乐趣，而和朋友聊电影也一直是乐事一件。抛开铺天盖地的宣传，也不论
演员阵容和导演的噱头，如果还有什么能牵引着我们走进影院，走入几个虚拟的内心？恐怕只有对“
故事”本身的期待，而这也是对旅程之体验的期待。对故事中的种种情节，我们可能因为“陌生”而
遐想。就像我小时候，曾喜欢穿越到片中，把自己当做某个喜欢的人物，重复那些情景和对话，而这
已经成为记忆。更多地，是期待着在一部片子中被“唤醒”。在他人的梦中，总会有些痕迹和自己的
过往相照应，总会有些已经淡忘的难过、感动和不舍，在这一遭旅途中这些情绪被触动，而往往是—
—如同被一根缝被子的长针狠狠扎入回忆深处，虽然痛不能言却又疯癫着珍惜。但无论如何，那都是
别人的梦，梦有长短，亦有白黑，倘若太感性，就会夹杂着现实和回忆观梦，最后观到的却常常是自
己和自己的生活。也正是因为耽于梦境，那状态就好像盗梦空间里不肯回归现实的Mal，旅程过后我
不敢下笔，每每尝试，写下的总是一个反思的自我，而与电影毫不相干。如今，我们不缺电影，却缺
少独立、客观的影评。有的影评不顾事实，行文用尽浮夸之词，若是被其骗入影院，出来免不了对其
咒骂三分。还有一些文字，字里行间满是情，但说不清电影本身，主次多少有些被颠倒。爱读程青松
的影评，是因为他的评论中不乏感情但有节制，更有诚恳，而思考又有深度，又常在评一部影片时加
以大量其他影片为对照，令人信服。他的《在光影中旅行》也是如此。在评《美丽的大脚》时，他说
：”当你发现一个导演在这个有意识煽情或者说堆砌情感的时候，立刻让人想起的就是倪萍在春节晚
会上的眼泪秀⋯⋯我曾经为这样的情怀感动，而当你发现这样的感动以一种仪式化的形态出现的时候
，你只有厌恶和厌倦。“而在评《暴雨将至》时，又极为细致，从多个角度切入影片进行了诠释，读
后让人很有”暴雨过后，雨过天晴“的感觉。王小帅的推荐语是”他要的东西和现在流行的东西不一
样“，读书前以为这又是浮夸之词，读过之后才知道这其实很贴切，也因此借作本文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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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影中旅行》

章节试读

1、《在光影中旅行》的笔记-第77页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Hello!树先生》是一部不合时宜的电影，它
所塑造的这个时代的多余人的形象——树先生，会成为中国电影中的一个活化石，见证者这个时代的
卑微，刺中这个时代的心脏。但是，它需要时间被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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