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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与文化的现代性》

内容概要

本书梳理了电影研究的复杂历史和中心议题，在相关的社会与政治背景下对其进行了探讨，凸显出电
影在更为宽泛的文化现代性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书中涉及的主要议题包括：好莱坞的历史，我们如
何理解作者导演、明星制、全球大片，以及电影给人们带来的愉悦和失望。作者所勾画出的电影研究
模式是：关注电影在形式上的“文本性”，同时也承认电影研究在更广阔的“再现”议题中的位置。
作者通过书中列举的论辩和史实证明，我们能够既不忽视人们“消费”电影时真实的快感，又能运用
新的批判性理论来解释现代性所带来的持续的社会与文化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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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与文化的现代性》

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二，在1960、1970年代激进的政治气候下，这种对电影宽泛的、从美学角度出发的赞扬被
另外一种分析方式所取代。这种新出现的分析方式把“古典”好莱坞作为一种体制来研究，这是早期
从意识形态一心理角度分析电影这种媒介所产生的影响的一种尝试。在这种环境下，《古典好莱坞电
影》一书最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它拒绝用这两种旧有的方式去理解好莱坞。在书中，好莱坞那种简单的
、爆米花式的“造梦工厂”的形象被彻底抛弃，不管是在对电影的意识形态作用进行批判，还是对成
熟的“好莱坞体制”进行赞扬时，“古典”不再是一个带有明显价值判断的术语了。该书也不再把电
影艺术和电影工业完全对立起来，不再把电影工业只看作一堆“伟大人物”——导演、明星、演员—
—展示才华的背景，没有把这些人看作这个体制中的异类而对他们大加赞赏。《古典好莱坞电影》雄
心勃勃地分析了好莱坞是如何通过体制的规范（norms）把经济、技术、风格这三方面的要素结合在
一起的。为了探索这些规范，该书的三位作者在好莱坞从1915年到1960年拍摄的15000部故事片中随机
取样选取了100部影片，并对这些影片的每句台词和每个镜头都进行了仔细研究。 该书把“好莱坞电
影”视作一种整体风格，就像德国的表现主义电影和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电影那样。但是实际上，表
现主义和新现实主义这些概念所包含的那些电影作品性质不一、千差万别。比如拿德国的例子来说，
魏玛时期拍摄的像《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这样的低成本电影和成本高昂、视觉效果极为壮观的《大
都会》都被认为是表现主义作品。这是第一个问题，因为在这种比较中，好莱坞发行和放映部门在工
业上的巨大影响力被淡化了。德国表现主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其他国家或群体的电影运动和好莱
坞根本不是处于同一个层次的对手，“它们是在抵抗好莱坞产品、与好莱坞产品竞争的过程中形成的
防御阵营”（Hansen 2000：13）。 《古典好莱坞电影》在分析好莱坞体制运作手法时实证材料丰富、
手法老道，但很奇怪的是，它在某些方面和1970年代的“电影装置论”非常相像。因为在讨论电影“
文本”的时候，研究者不可能不设想它与观者的交集，所以必须要构想“一个”假想的“观影者”，
并对这个观影者在观看电影中所经历的过程进行假想。在该书中，对这些过程的研究不是通过意识形
态或者无意识的分析，而是借助认知心理学和（让人稍感意外的）试图强调叙事陌生化效果的俄罗斯
新形式主义诗学来进行的（参见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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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影与文化的现代性》可当作一本深入浅出的大学教材，也是研究者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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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其实就是流媒体时代的好莱坞电影研究方法论之新入门暨关键词之拨乱反正篇，吐槽后现代性的
混沌，也扬弃现代性的陈旧方法论，内容为简史+文本研究+社会学解读，论证过程就是先树靶子后吐
槽⋯作者行文蛮萌，看人不停吐槽什么的最开森⋯
2、要买下来，很有帮助。
3、梳理电影研究的主要议题，多角度引述各派代表性著作，使读者迅速进入电影研究的语境。
4、文化研究入门必读
5、D老师给研一学生上课用的教材。纯文本解读，断断续续读了三周，读着有点吃力。
6、买错了，对我没什么帮助
7、这类的书，要么太空泛，要么太深奥。要慢慢读。
8、噗~~~~~~~~竟然有译本了
9、这个系列两本书里都提到了阶级的品位和文化资本（culture capital）问题（布尔迪厄的结论），非
常让人震惊，振聋发聩的感觉。
10、关于电影的文化研究理论导读，偏重于各种各样的身份政治（“瓦解早期各种宏大的解放性政治
”），希图确立一种批判性的“再现政治”——导读，导读而已，以及同样是培文书系，我就不很喜
欢这套的编排XD @木杉
11、书脏了，我最讨厌书脏了，可以旧，不能脏
12、好书~
13、从另一角度来论述电影,可以看,且收藏.
14、导读性质，不过理论还是要坚持看才行；过时的也是真快
15、历史和各种理论的概论，体系还是比较清晰的，碰到熟知的人名和理论还是有些激动的。
16、提供了不少新的思路，是本好书。
17、研究索引
18、翻译太差
19、作为英国大学电影相关的课程教材，它深入简出地将学科所聚焦的问题束摆出来，拎出各家观点
又不作偏见诱导，对学生有很好地指引启发。
20、对研究方法上来讲有启发性。引入许多社会学观点，有趣。
21、作者说，与其说电影已经消亡，不如说它在不停变化，传统电影研究可以被看做是“运动影像”
研究的雏形。真是跟我的观点不谋而合。这不是吹牛，半年前我就写过微博：电影的边界在不断移动
，其定义也应该不断变化。
22、内容挺学术的，翻译一般吧，有些地方读起来挺费劲的
23、叙述紊乱，体例莫名其妙，浪费生命
24、很专业啦，有的地方稍微难读点，总体看了还是很有收获的
25、很不错的课堂用书
26、对于学电影的人来看  是很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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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与文化的现代性》

章节试读

1、《电影与文化的现代性》的笔记-第222页

        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会在人生中的某一个阶段成为残疾——不管是由于先天的原因，还是因为
年老、疾病、事故等原因。

2、《电影与文化的现代性》的笔记-第106页

        "现在电影评论者都想稍稍通过电影沾点光、出点名，影评人喜欢让他们的评论中的某些语句出现
在电影海报上，这可能让有些评论夸大其词：这种评论是敌意的，也会提高电影的知名度。这种时
髦...回避价值判断的风格也会出现在评论专栏和互联网上：这种风格的言下之意是：See it:it's so bad it's
good"

3、《电影与文化的现代性》的笔记-第230页

        人们通常认为“品位”这个东西是普遍的、自然的、无功利性的，让你与众不同或者出类拔萃。
你要么有，要么没有，没有中间状态。皮埃尔·布尔迪厄在法国进行了大量详细的调查，在对调查结
果进行分析后，他得出结论认为：这种所谓的自然的、普遍的品位实际上是沿着阶级划分建立的，就
像金融资本的分布并不均衡，而拥有金融资本能给人经济上的安全和地位一样，什么样的艺术和媒体
形式会让我们觉得自在也是与我们的社会和阶级地位相关的，而这是通过“文化能力”（culture
competence，我们对某种特定体裁的了解）来实现的，这种“文化能力”来源于“文化资本”
（culture capital）的积累（在看、读、讨论上投入的时间和其他资源）。在某种背景下，有些形式会
比另一些有更高的地位，一个人在展示自己的“文化能力”时，下面哪个会让他觉得更为自在呢：莎
士比亚，现代主义诗歌，还是肥皂剧？

4、《电影与文化的现代性》的笔记-第180页

        作为观众，我们大都感受到一部电影带给我么的触动；实际上，这可能正是我们决定去看电影时
所期待的：观影时我们会瞳孔放大，有情爱的骚动不安；因为感同身受，我们会心跳加速——如果运
气不佳，会因电影带来的无聊和失望而坐立不安。可以说，我们看电影，就是为了被触动。我们期望
电影能带来刺激、欢笑、泪水和欢呼。    Yeah,that's true.

5、《电影与文化的现代性》的笔记-第115页

        “绝大多数[好莱坞电影].....在使用脏话、表现性和暴力方面...非常的随意。我们不能再把这种现象
看做好莱坞走向现实主义的一种表现...这构成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通过这种表达，电影强调了自身
的特点....尤其是它们与电视之间的差异。这种看上去很惊世骇俗的表达并不能达到惊骇观众的效果，
因为这些看上去很出格的东西现在已经成为好莱坞电影一个很普通的卖点了”
.....我是从看《无间行者》才有意识地注意到里面真的好多'fuck'啊，都不是必须的。看了一些好莱坞电
影，以至于我都以为美国人平时说话都那样情感激烈。《绝望的主妇》这种电视剧真的很温和。对，
可能电视比较真实的反映了生活的样子，而一部好电影，其实就是个好故事，反映了那个主人公的真
实生活

6、《电影与文化的现代性》的笔记-第171页

        太有意思了吧~~~~

7、《电影与文化的现代性》的笔记-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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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伯特·斯塔姆（Robert Stam）很好地总结了最为现代的作者研究方式：＂现在的作者研究并不
会把导演的作品看成个人天才的表达，而更多的是把它视作⋯⋯人生经历、交互文本（intertext）、体
制背景、历史时刻相互交集的场所（site）⋯⋯导演把那些现有（pre-existing）的意见、意识形态和话
语进行编排组合，把它们捏合成一个整体。作品有个人特点，也同时是受到各种因素影响的
（mediated）⋯⋯艺术家富有创造性·⋯⋯他们安排现有的意见、意识形态和话语，并把他们捏合成
一个整体。＂

8、《电影与文化的现代性》的笔记-第158页

             “她（Meryl Streep）出演《狂野之河》.....[一定程度上]是要给她的女儿们树立一个榜样..."银幕
上除了怪胎之外就没有50岁以上的女性角色。这种现象向我们的孩子们传达了一个信息：上了年纪的
女人索然无味，没有任何价值。"
    ”年龄问题（就像人们对电影中演员出演裸戏的看法一样）依然显示出男女演员之间巨大的不平等
······人们对电影中年纪稍长的女性非常反感····这让广大女性非常灰心丧气，似乎她们
就不应该活到25岁以上一样。“
     提到《电话谋杀案》里24岁的女主搭49岁的男主....
     我看电影纯粹是看故事，一种娱乐方式，对稍微文艺点的什么价值观分析之类的东西避而远之，以
为自己很客观很超然。现在才发现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是真的会有的！希区柯克喜欢金发年轻的漂亮
女人，我初看时还有一点诧异这种年龄差别，后来就习以为常了，欣然接受。想想真的很恐怖！
       

9、《电影与文化的现代性》的笔记-第113页

            “每一个所谓的“民族电影”都具有双重性：在国内，以压制文化和地区差异为代价而形成的
一种强加的、虚假的统一性，为的是在国外把这些电影当成一个独特的“民族”商品进行成功的推销
。”
    嗯，没底气的国家在推广自己的民族文化时总显得很造急

10、《电影与文化的现代性》的笔记-第220页

        刻板印象理论认为媒体通过不断传播对某些特征和情况的想象，会向广大观众群暗示：这个或那
个特征是某个社会群体所特有的，所以可以用某种眼光（通常是负面的）去看待某一个族群。在刻板
印象中，一些很容易把握的特征（如头发、嗓音、姿态）总是被人为是某一群体所特有的，再对这个
群体的再现中，这些特征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因素。这些刻板描述可能有一定道理。但问题是，这种
判断总是由这个群体之外的人做出，比如通常是白人对黑人，或者是有钱人对穷人做出这种判断。即
使有一定证据表明某些判断有一定道理，但是刻板印象会在各种各样的媒体和非正式交流中不停地以
它特有的方式重申一点：这些特征永远是这个群体最为重要的真实写照。一个群体的某些特征是这个
群体所处的环境造成的，但是刻板印象会把它拿出来让观众认为这个特征正是这个群体地位如此低下
的原因——比如1950年代家庭主妇对家庭的关注或者是黑奴缺乏教育这样的特征。话语权这种东西永
远都不会平等的。同志们说，以前是白人决定要不要解放黑奴，男性决定女性受不受教育，现在又要
异性恋决定同性恋能不能结婚。

11、《电影与文化的现代性》的笔记-第84页

        本章笔记

全球化、文化帝国主义和电影
全球化活动：有意识发展起来的、有相互依赖性、即时性的全球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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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帝国主义这个词的含义被一定程度的修正
全球化理论：经济政治结构的变化削弱了美国；前全球化时代是美好的；文化产品与其来源之间关系
的不确定性（星际战队模糊美国价值观）；各地观众把全球化娱乐产品为己所用。他们因此持后现代
主义立场：怀疑已有理论；不关心物质史；对观众反抗性的解读大加赞扬
但这种理论其实忽略了缺乏最基本消费的群体
美国文化的优势：好莱坞电影迷人（白话现代主义）；低成本电影大量流通为制片公司提供保障与创
新；美国符号在全球的巨大优势；来自广告的快节奏电影淘汰了别处生产的慢节奏电影；独立电影发
行公司为好莱坞吸收大量人才；强大的发行和推广实力

"全球化就是美国化"？
各地对美国电影的接受并非是完全的不平等关系，而是因为这些电影"确实流行"
好莱坞的文化生产涉及四个基本层面：融资；政府监管（国内与国外）；技术发展；明星
全球化对电影最有力的影响提现在投资上，但关键性的报酬丰厚的决策都是在美国
好莱坞降低风险的措施：与国外把不同媒介的发行权分开签协议；会计程序（交叉担保与购买保险）
；主创人员分红而非预付款
好莱坞电影从员工到内容的全球化程度越来越深
"动作吸引力电影"、"展示电影"：不是要给观众讲述一个故事，而是要把一系列景观呈现给观众
阳刚男性与女性的身体的全球化的吸引力研究：对男性力量的展示；或者展示身体是女性化的表现，
是后工业时代男性形象不安全感的表现

FX特技和全球化叙事
从前分析特效的两种理论：被特技欺骗，同时又被电影非理性的吸引力欺骗；观众无助地沉溺于特技
效果中。
事实上观众是有意识地放弃判断主动沉浸于电影的超现实场景
DVD拓展了这种愉悦
"所有五十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技术体系都是要削弱观众的现实感，并代之以一个逼真可信的人造世界
。"
但叙事并非已经不重要，它起着一个平衡作用，去吸引更广泛的观众
科幻题材推动了全球性的假想，但这些电影同时又保持意识形态上的同一性
星球大战后的大片体现了通俗文化对美国官方政治文化的"补偿性幻想"

展示全球／地方的不平等
电影的影评环境：电视节目、报纸评论与影评人都受掣肘，大电影公司的产品更多地被宣传。电影的"
可销售性"（观众对电影的兴趣有多少可以转化为第一周票房）与"可放映性"（观众的口碑）
其它国家的电影也更缺乏影院资源
电影的观看环境和某些类型之间的关系存在一个很重要的性别因素，影院为男性观众为主导，家庭放
映则女性观众主导
全球化电影具有多民族特点
电影的技术发展产生了有害影响：提高了电影制作的门槛；造成了生态破坏问题，要改变现状就得把
媒体的全球化看作是一种高级的资本主义表现形式，他是在穷富之间存在着史无前例的不平等环境下
发展的，并且是为了维持这种状况而存在的，我们完全可以证明它不一定必须是以这种形式存在的。
全球文化与本地文化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每一个所谓的民族电影都具有双重性：在国内压制文化地
区差异以在国外可以被当成一个独特的民族产品而推销
好莱坞的细分市场对独立电影的发掘造成独立导演大力展示自己表现暴力动作场面的技巧而排斥了节
奏较慢的电影；民族电影人才被掠夺；幸存下来的小鱼会像大鱼一样去掠夺更小的鱼
观众的反抗很难使其成为意义生产者，如公司在观众调查时其实并不关心观众自身的诉求。
其它种类的的电影难以上映不但妨碍了其她国家的电影发展自己的文化身份，同时也使美国丧失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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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视角审视自己的机会

12、《电影与文化的现代性》的笔记-第175页

         ”这种论著都把社交生活视作对个人形象的经营····我们知道如何去表演，这似乎是一种本
能，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表演。
   如今，许多职业中“表演”成了令人瞩目的字眼。在媒体、公关、护理行业、企业管理和教育界肯
定是如此。Hochschild论述了在各种工作中，不论有无报酬，都涉及“情感劳动”的问题，这种劳动
有鲜明的性别差异，“本身就要通过表演来实现：超市收银员的微笑服务、收账者强硬的语气等等。
电音观众一直热衷于通过电影和其中表演精彩的那些形象来学习”每天如何表现自己“，不论是在游
乐场所、工作场所还是在卧室。’
   我好像也有不经意的模仿哦，因为有些表演自己做起来感觉真的很良好啊。或者是自己不经意的做
了件什么事，然后想起来很像XX里的XX？

13、《电影与文化的现代性》的笔记-第163页

              “因为人们一般认为，演员的身体特征是生而有之的，并非凭本事得来的······而那些
去“人格化”类型的演员要用自己超众的演技和丰富的想象力来塑造角色。如果角色和演员生活中的
真实形象差距很大，人们通常会大肆赞誉演员的演技。人们认为这些演员完全’消失‘在所饰角色之
中，把’真实‘的自我包括他们的身体抛于幕后。在严肃的艺术或戏剧话语之中，身体是得不到认可
的，甚至是遭到排斥的。像梅丽尔·斯特里普，达斯汀·霍曼这样的影星们得到高度评价，是源于他
们曾经成功扮演的一系列角色，而且人们认为他们的表演在心理上非常写实——但事实上，这恐怕是
一个极其难以衡量的品质。”
     想起前段时间大家调侃教授表情万年不变，我觉得演得好不好是没有统一标准的。笼统点说演得好
就是XX演什么像什么，其实一个合格的演员就应该是演什么像什么。但角色的表现难度是不一样的，
各大奖项青睐的都是稍微复杂有一定难度表演的角色。
   我看《朗读者》时总入不了戏，凯特·温斯莱特演的真好，就是我总能看出她是在演戏，这里用这
个表情表现比较好，这里这个动作.....看《沉默的羔羊》《暴劫梨花》时要好很多，福斯特真的很自然
。
   Art is objective.

14、《电影与文化的现代性》的笔记-第51页

        本章笔记：

后片场制的历史：
好莱坞公司还保留着许多片场制时代的特征；
好莱坞公司以“后福特制”的方式运行，对高风险项目共同投资打包交易
打包交易产生了两种独立公司：独立制片公司、专职负责前期（创艺经纪公司）或后期制作的公司（
工业光魔）
也有人认为片场制并非标准的福特主义，所以后片场制的变化并没有那么大
当今的好莱坞是全球化媒体集团阶段：
电视兴起促成了电影公司多样化经营
派拉蒙法令致使电影公司被迫进行资产重组
艺术层面也发生了变革，如新好莱坞

高概念和多渠道销售的过山车电影：
《精神病患者》和《大白鲨》都是过山车电影，即叙事地位下降，不间断的视听震撼地位上升
为了规避风险，《大白鲨》开创了一系列创新：畅销小说改编、用周边产品与电视广告造势、以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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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年轻男性为目标、大规模上映、漫长的暑期档。继而得出经验：大投入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继而
产生了：
高概念电影：后古典时代好莱坞电影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阶段，这种电影的风格被各种经济和体
制力量所塑造，它的出现是因为：电视崛起、好莱坞要对银行家负责
高概念的三个方面：对电影成功定位、可用一句话概括（look形象、hook吸引力、book衍生品）、大
规模的宣传
市场调查对电影营销的影响力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提升，电影公司对选定观众进行概念测试
来自广告界的导演们十分注重高概念电影中的形象，但这些形象与叙事并无太大关系，它们后又被广
泛用于各种衍生品之中
从营销角度对高概念电影文本的分析：大白鲨的手持摄影有之前斯皮尔伯格电影实验的影子；类型杂
糅；细分市场然后给电影加入更多的元素来吸引不同层面的观众
高概念电影的自我指涉：《大白鲨》电影本身就像是一条影市的大白鲨、《玩具总动员》中芭比的自
我调侃以及施瓦辛格
但自我指涉是有局限性的：“晚期资本主义的产品是无法进行反讽或者采取一个明确立场的，它们只
是以一种不加批判、非历史性的态度把各种先前的形式和政治立场进行拼贴和重新加工。”夸张的电
影特效与“让观众沉浸在电影中”的预期相矛盾、《木乃伊》虽然对各种类型片手法进行了很有意思
的混合和戏玩，但同时又保留了陈旧的人物刻画

面向全球化的媒体集团：
新一轮的公司并购致使电影公司成为更大的媒体集团的一部分
电影公司之所以还很重要，是因为电影是更大的多媒体营销的重要一环，电影的票房对后面的衍生品
开发具有“投票站”的作用
多媒体加强了电影的重新流通，但明星肖像权之类的争执（迪卡普里奥把自己名字注册成商标）产生
了“好莱坞终结论”
电脑技术促进了电影与游戏的结合：《星球大战》像是游戏与玩具广告、《罗拉快跑》等电影的叙事
的游戏化、适合游戏题材的科幻动作片越来越流行
大电影公司在发行放映宣传上依然具有“把关人”的权力
除了大片，好莱坞还必须拍摄中等规模的热门影片：回声潮一代与录像带市场致使好莱坞要拍摄低成
本影片在这些市场流通（《小鬼当家》《美国美人》）
低成本电影成为大电影公司的廉价研发手段《女巫布莱尔》《低俗小说》都是在大公司的大规模推动
下成为邪典电影的
米拉麦克斯、新线被大电影公司收购成为推广低成本电影的工具，同时还起到了在全球招揽电影人才
的作用
制作不同成本的电影是因为电影公司无法精确预测观众的选择，他们在这些电影中十分注重“新意”
为了规避金融风险，大电影公司努力突破国际贸易壁垒、对不同国家的市场进行不同的宣传
通过广告的重要作用，还有电影中的周边产品的影响，好莱坞和美国那些真正的大企业相互作用，大
大推动的它们的发展

15、《电影与文化的现代性》的笔记-第80页

        cult movie 这个说法其实应该用来指那些一开始在商业上并不成功，但后来逐渐拥有越来越多拥趸
的电影。《低俗小说》....没有花多大力气就获得了邪典电影的标签，而在早些时候，像《洛奇恐怖秀
》这样的邪典电影，通常是慢慢地通过口碑积累，才逐渐艰难地获得了邪典电影的地位。

16、《电影与文化的现代性》的笔记-第13页

        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会像后现代性理论那样随意地宣称时代的“彻底断裂”，而是会意识到
历史的发展并不总是平稳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旧事物和创新都会留存下来。比如，美国电影工业
有着一贯的目标，它是要通过大规模的制作、发行、宣传、放映电影，向付费的观众讲述娱乐性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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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从而挣钱获利。以前是这样，现在也是如此。在早期，这个工业依赖东海岸的投资，是东海岸的
决策者推动它的发展，而它与广告和消费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当然这种逻辑在当代是以一种前
所未有的形式实践的。

17、《电影与文化的现代性》的笔记-第203页

        逃进一个虚构的幻想世界与其说是要否定现实世界，倒不如说是为了和现实世界玩游戏

18、《电影与文化的现代性》的笔记-第193页

        那么，从电影研究的角度来说，女性观众似乎面临着两种选择：
·要么就从受虐角度，完全按照女性在叙事中的被动角色，以及视觉上的“被观看性”来认识自身。
·要么就得以男性的视角，用一种“异装癖”的方式来进行认同。   我看电影时好像就是从男性视角
，或者是“女性电影”太少了。很喜欢陈木胜就是他的枪战片展现的很有男儿本色，I can feel the
power，看得很爽。很多男性电影里的女性角色都很让我反感，比如说《蝙蝠侠前传》1、2里的女主，
看着就不爽，《超凡蜘蛛侠》里的女角也是如此，碧池，放开那个帅哥。甚至觉得这种电影就不应该
有女主，就应该是男主一个人的战争balabala.
   长期如此，我都对自己的性取向有点迷惑了呢。

19、《电影与文化的现代性》的笔记-第108页

        “在小说中、在有许多女性主导家庭观影空间的文化中，浪漫爱情题材的电影（包括此类题材的
长篇电视连续剧）非常流行，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一种以浪漫爱情为题材的全球流行的女性
电影。”Yeah,it's true.好像女性电影就是一个女人各种纠结，各种情感，像《美食祈祷与恋爱》，好无
聊啊。我觉得伍迪·艾伦的一些点影展现的就很女性，像蓝色茉莉，午夜巴塞罗那，还是很好看的

20、《电影与文化的现代性》的笔记-第184页

        因为这种理论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设想之上的：意义是固定的，存在于具体的事件中，只是等待语
言或电影去get 或express它，而后让观众有所获益。   意义是固定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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