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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电影的日子》

内容概要

1996 年 10 月 1 日，一个名为“电影 101 工作室”的影迷社团在上海成立，最初社团成员仅有七人，全
部利用业余时间开展各种与电影相关的活动， 包括小规模包场放映、 自行制作印刷影评杂志等等，
活动经费源自主要成员为媒体写稿的稿费。在 2000 年前后，发展壮大 成拥有全国近千名会员的国内
最有知名度的大型影迷社团。2016 年，将迎来电影 101 工作室成立 20 周年，电影 101 工作室成员有意
通过图书的方式，对电影 101 工作室过去的历程进行回顾。既可以为 1990 年代至新千年初的前互联网
时代的中国迷影文化做一次完整的梳理， 留下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录， 也对于新一代的影迷有一定的
借鉴意义。文集中汇集上海国际电影节选片人和策展人徐鸢（妖灵妖）、《冰河追凶》的制片人平辉
、利欧元力影业总裁杨璐、克顿影视副总裁的杨一敏、独立书店 2666 的创办人刘磊、《韩国电影史》
译者周健蔚、《赫尔佐格谈赫尔佐格》译者钟轶南等人数十篇精华影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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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鸢（妖灵妖）上海国际电影节选片人和策展人，“电影 101 工作室”创始人之一，电影文化工作者
，资深影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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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电影的日子》

精彩短评

1、穿越101的时间线，好像重新回到了90年代的上海，一段不一般的电影活动史，开始又重新认识了
这个本来就熟悉的年代。无法想象一个人如何坚持二十年做着同一件对上海电影放映来说功德无量的
事；无法想象一群当年的年轻人在网络通讯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成立乌托邦式的影迷组织，共同齐
心办杂志，做电影节十日谈，策划电影放映活动⋯⋯也终于知道了“妖灵妖”的来历，书里还有那些
如今已是知名电影人的影评、活动日记等等，那些内容、观点，放置现在来看，依旧成立，它们是一
种前瞻，也是反证于现在的观点似乎并无太大进步。二十年可长可短，但这群人构建起的二十年，为
上海文化填补了一段空白。九十年代的上海迷影文化，真有意思。
2、妖大的半自传。
3、民间组织特别需要这样冷静自持客观的记录啊 然后就算是平平淡淡纪实的文字 仍然可以看得人“
惊心动魄”  因为 这一切的自发行为简直像是为了信仰而做
4、啊中国迷影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5、上海电影101工作室创办20周年的纪念文集，收入了20年里每一年的大事记、活动心得和随记，以
及创始人和主要参与者的影评和电影随笔文章。这些文字汇聚在一起，可以见证一家民间电影组织发
展和成长的全部历程，让人慨叹时间的力量和坚守的不易。
6、从装帧设计排版到内容都无比实诚，是他们的历史回顾，也是对我个人选择的肯定
7、谢谢@妖灵妖 赠书，冷静格致，了解上海迷影文化的窗口。1996年很遥远，遥远到像另一个世界，
活动诞生兴起，人们分聚别离，记忆很感伤。
8、谜影与影迷在那些摇摇晃晃的光影里交替出现在你的窗帘上
9、so proud
10、在终极水逆的公交车上气喘吁吁一路颠簸中读完了这本书，2016年除了值得期待的最后一天外就
算大部分圆满地结束了。1996年俺还是个小学生，还在为今天的零花钱够不够买一本漫画书而烦恼，
对电影的印象就是南市影剧院里的《碟中谍》和现在已经想不起名字的关于四个男孩一条狗的儿童片
以及电视里反复播放的《东邪西毒》、《茜茜公主》、《出水芙蓉》。在无论是当时看还是现在回顾
起来都非常漫长的等待黎明过程里与平行空间里的另一批人一样热情（有时候盲目）又害怕孤独。“
相逢恨晚”大概是阅读前后所能发出的唯一感叹，当年物质条件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这些纯天然爱
好值得回味的往事，被作者逐日逐时冷静客观地记录下来，这份信仰，教人十二万分钦服。感谢作者
也顺便点亮了俺对七年来某些日子的特殊回忆，这种体验，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再有了。
11、一直放在床头从2016读到2017，跳过了一部分特定时代的国产电影影评，20年的时间他们坚定地
做着一件事，就是热爱电影，而且是在信息缺乏通讯极度不便利的时代凭着热情努力参与电影的方方
面面，并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之后他们有些完全进入电影工业，有些失联后再度重逢，作者则一
直致力于为上海观众带来珍贵的放映，未忘初心，非常感动。而作为观众的我也能从这些吉光片羽中
找到自己参与活动的时间线，最早是2010年的张立宪《我的抗战》，2011年邱炯炯见面会，与《电影
手册》的短暂交集，艺联展映的常客。。。爱电影的日子与“电影101工作室“常伴。
12、看一段当代电影社会文化的民间叙述史，从期刊到放映，到电影节，这是一群沪上电影爱好者的
发展历程，编著者用了非常详实的日期，甚至精确到分钟的经历回顾，分享留存当时发生的具象和思
路。个人最喜欢的是1998年，贾樟柯和101办公室的对话，那段内容今天看来都不过时。
13、史料价值大于文本价值，这本书记录了中国迷影文化的重要部分，从中可以感受到浓厚的时代气
息。但是⋯⋯大部分文章好业余啊⋯⋯
14、不是看评论写得多么好，而是看如何做成一件事
15、妖师父的前半生。
16、个人视野的迷影文化史，也是上海近20年迷影文化史的侧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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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电影的日子》

精彩书评

1、那个时候因为电影热血沸腾的他们，还都只是有各自职业的爱好者。从看电影，记录电影，到研
究电影，实践电影，直到影史上有了属于他们的篇章。谁说爱好只是怡情，爱好也可以改变世界。谁
说电影只是娱乐，电影是世界的切片。现在看看过去他们的努力和现在的成就，这本书绝对励志，比
那些成功学不知要热血和诚恳多少。
2、◎　《等待电影的日子》记录了 1996 年以来“电影 101 工作室”这个大型影迷团体的前世今生。
这群“嗜影”青年是如何在通讯不发达、资源稀缺的年代里，自办杂志、举行电影活动放映、做电影
节志愿者、拍摄短片等，以自己的方式实现电影梦想的。◎　一篇篇影评皆经作者们的深思熟虑，语
言文字里透露着严谨和认真，从中可见每一位“101”成员对电影的热血与热爱。◎　除影评外，书中
还记录下“电影 101 工作室”参与的不少与电影有关的社会活动。◎　这群电影青年还采访了当时初
出茅庐的贾樟柯、郑洞天，以及第五代重要导演黄建新等，这些珍贵的采访资料也都存于书中，成为
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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