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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蜜莉．畢克頓（Emilie Bickerton）
在《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負責編務，撰稿主題包括電影、文學、人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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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算是大众的读物，《电影笔记》不是圣经但值得尊敬。
2、讀電影史,多大以電影人,電影製作和科技為焦點,以電影雜誌為角度,確實少數。電影是鬥爭,評論亦
如是,在作者筆下的電影筆記,是曾經將電影提高成藝術水平的推手,是投入毛派思想變成一場又一場政
治鬥爭的文化雜誌,到最後迷失方向,擁抱過時的作家論導演,失去前瞻性的評論雜誌。流水帳式的點評(
人家不是寫了是SHORT HISTORY嗎?),整本書也被強烈的左派意識所包圍,雖然電影筆記是影迷心目中
是一種指標,但在華文界又很少引介他們的文章,在這樣的前題,更需質疑文中觀點
3、對托比亞納時期全盤否定，不是沒有道理，但還是讓人不由感受到一種左翼惺惺作態的主觀口吻
。
4、料不多，单薄。按作者的说法最近三十年的《电影手册》就是高级消费指南，不禁怀疑有那么差
劲么？
5、作为一本short history内容算详实，也有不少值得思考的观点可供参考。比如里维特、达内和托比亚
纳对于手册历史形塑的重要作用，还有八十年代之后作者概念的迅速平庸化和体制化。我最感兴趣的
还是电影书写新形式的可能，这种既能传达电影史与影迷文化又能结合影像时代电影尴尬处境的写作
究竟应该以何种方式如何呈现。
6、"巴贊結合了現象學的研究方法與深層的精神性。雖然他排拒任何宗教的組織形式，在他的作品裡
一直可以察覺神學的脈胳。" "巴贊的信念：本質中隱含真相，一種亟於被解放的內在意識。因此巴贊
看電影所帶的熱情，就像他觀察他家養的許多動物一樣，電影與動物同樣都被嚴謹秩序與隨機反思、
限制與自由所決定； 這點讓他深深著迷。" "主要是為了這本雜誌的名字，以及這個名字所激發的精神
。" "如果有電影值得熱愛與推祟，如果有電影讓你相信，並教你認識人生，或教你如何拍攝人生，你
就該拿起你的攝影機鋼筆寫這些電影的事。" 
7、裏面出現一堆人名和政治名詞讓人昏頭，不過《電影筆記》雜誌一路走來面對的其實是各種電影
評論思維的創造與演化，當代一般影痴觀影採取的種種評論角度概念大概都是模模糊糊地混在一起，
本書倒是很簡要地提示了許多觀念都是前人非常較真地不斷辯證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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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用鋼筆戰鬥的<<電影筆記>>》的笔记-第37页

        林哈特這段話很棒，抄出來共勉：

就算你對電影沒有專業知識，一部很棒的影片還是可以打動你，但你卻無法感受到一種特殊的美感。
看著電影卻無法在內心感受到「這些鏡頭經過眼前」的人們，體驗電影的方式就像讀外語翻譯一般。
我想為觀眾創立簡樸、親密的電影學校，沒有浮誇的主張，只想用一些小方法幫助愛電影的朋友們領
略「文本內在」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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