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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狙击历史》

内容概要

影像是记录历史的有效载体之一，本书借经典史诗电影所展现的真实历史故事，深入电影背后的历史
解读，让电影和史实在文本间形成光影的交错。
本书借以十六部经典电影，从电影史的角度，对电影的地位进行了剖析，分析了电影从前期运作，到
摄制方方面面的奇闻轶事。
而本书真正的特点是对电影背后的历史事件、人物命运进行深入的挖掘与探究。作者文字流畅，叙事
简洁，文风极具历史感。
既是欣赏电影的佳作美文，又是了解历史的最佳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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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狙击历史》

作者简介

上林，1980年生于甘肃兰州，2006年起就读于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为历史文献学硕士研究生
，2010年加盟《文史参考》，任资深编辑，主持国史、影视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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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狙击历史》

书籍目录

《埃及艳后》
让罗马人害怕的女人
《甘地传》
主张非暴力的圣雄甘地死于暴力
《末代皇帝》
紫禁城的黄昏
《杀戮之地》
红色高棉血洗柬埔寨
《战争之王》
出卖死亡的人
《最后的莫西干人》
英法争霸中的印第安挽歌
《最后的武士》
明治维新功臣的反叛之路
《最终兵器：弓》
韩国人眼中的清朝
《同谋》
她参与过刺杀林肯吗？
电影《烈日灼人》
斯大林遮天蔽日下的苏联
《全金属外壳》
那场没有方向的越战
《利迪策》
希特勒无法抹掉的捷克小村
《影子武士》
日本战国时代的挽歌
《午夜巴黎》
“冒险”其实就是一次“穿越”
《艺术家》
说话的阵痛
《雨果》
发现最早的电影艺术家梅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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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狙击历史》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这些年里，他一刻也没有忘却《甘地传》，一心专注于策划拍摄《甘地传》，放弃了四
十个表演合约和十几次出任导演的机会，前后赴印度30次。为了筹集资金，他甚至典押了自己的房产
。功夫不负有心人，英国戴菊制片公司和美国国际电影投资公司决定冒一次险，承担经费的三分之二
，印度国家电影发展公司则承担剩下的三分之一，拍片的2200万美元总算有了着落。 沙漠、房屋、衣
饰等都是百分之百的印度“产品”。他还从英国请了一位火车专家来印度，指点把火车车厢改装成20
世纪初的式样；剧组干辛万苦地找到印度境内“硕果仅存”的一辆老式福特T型车；对甘地的静修所
，也按照原样在新德里重新建造了一所。服装设计部费尽力气为片中出现的总督、土王以及数以万计
的军队和农民准备了各种各样的服装。评论界认为，这部电影的服装“大概在电影史上要算种类最多
的了”。影片先后动用的临时群众演员多达百万人次。拍摄的高潮是“甘地国葬大典”那场戏，这可
能是历史上最宏大的场面，那天是甘地国葬33周年纪念日，35万群众演员参与出演了大街上的送葬队
伍，只有9万人接受了象征性的报酬，剩下的人都是志愿者，为了拍摄这一场景，剧组使用了11个摄像
组。许多经历过当年那场国葬的人，都感觉时光倒流了一般。真正应该获奖的是甘地本人 1982年底，
《甘地传》上映。影片从1948年1月30日甘地遇刺，印度举行国葬开始，借广播员之口来简单地勾勒出
甘地非凡的一生。随后镜头一闪回到55年前，年仅24岁意气风发的青年律师甘地在南非，坐在火车的
头等车厢里，却因肤色而被逐出。这是甘地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种族歧视的侮辱。从此他下定决心投
身到为侨居在南非的80万印度侨民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当中。 1914年甘地回到印度，积极投入摆脱英
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自治的斗争。他仍坚持深入群众宣传他的不合作主义和非暴力思想。影片特别
对非暴力主义作了大量详尽细致的描绘。甘地的不合作主义和非暴力斗争终于使英国殖民统治者移交
了权力，而使印度于1947年8月15日正式独立。当印度举国欢欣鼓舞庆祝独立活动时，甘地却未出席庆
祝活动，而且忧心忡忡，因为他看到了印度各教派之间的斗争有日益加剧之势。1948年，甘地被印度
教极端主义者刺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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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狙击历史》

编辑推荐

《电影狙击历史》编辑推荐：电影狙击——埃及艳后与罗马最有权势的三个男人之间的爱恨情仇；电
影狙击——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自我灭绝式的血腥大屠杀；电影狙击——斯大林大清洗内幕；电影狙
击——因参与林肯遇刺案而成为美国建国后第一个被处以死刑的女人；电影狙击——世界上最成功的
军火商人的生财之道；电影狙击——满清两仗把朝鲜打服；电影狙击——历史上最残酷的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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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狙击历史》

精彩短评

1、　　
　　《埃及艳后》——埃及艳后与罗马最有权势的三个男人之间的爱恨情仇；
　　《杀戮之地》——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自我灭绝式的血腥大屠杀；
　　《烈日灼人》——斯大林大清洗内幕；
　　《同谋》——因参与林肯遇刺案而成为美国建国后第一个被处以死刑的女人；
　　《战争之王》——世界上最成功的军火商人的生财之道；
　　《最终兵器：弓》——满清两仗把朝鲜打服；
　　《全金属外壳》——历史上最残酷的巷战。
　　
2、电影和历史的交叉作品，互相渗透
3、（未完）小百科
4、相当趣味盎然
5、很有意思的选角
6、花絮翻译么？！
7、电影的部分很一般，历史的部分很翔实
8、电影和历史相互比照，历史写得还是比较考究
9、就当小说看了，发现自己越战的历史还真是空白~
10、长知识。
11、跟LZ完全反的
12、其实就是历史归历史，电影归电影
13、长知识
14、打发时间还好，倒是勾起了对几个电影的兴趣
15、很好读的速食品。
16、都是精彩的电影，展开背后的历史，还是有不错的可读性
17、15书49。电影VS历史，哪个更真实？这是个难题。历史是过去时，那么就存在被塑造的问题，所
以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看到的历史都不是真实的。比如，俺们看到的满天繁星，好多其实是亿万年前
发出的光，现在那些发光的星，也许早就湮灭了。
18、喜欢电影的可以看看，增加了影片的更多背景，一下子让影片的轮廓清晰不少~
19、讲历史永远是个技术活
20、都是满沉重的话题
21、上林卖瓜
22、书的内容还是不错的.
只是对于我们这些<文史参考>的老读者有点不厚道,在杂志中推荐,买到家却发现全是以前的文章结集
出版,是否应考虑在杂志推荐时说明呢?以免重复购买
23、这个新星出版社~~
24、推荐，本书讲了几个电影，深入背后的历史故事，逐步分析片中是怎样，真实历史情况是怎样，
笑点真不少。我喜欢看完史诗片之后翻历史，所以合胃口。
25、侧重历史比较多
26、想不到这么快就能看完，快到我不知道如何打分，也不知道这本书存在的意义。
27、这是出版新军@国历图书 第一批推出的五本图书中的一本，以16篇长影评介绍16部历史题材电影
。通过这本书我新看了两部很不错的电影，另有两三部等着要看。作者@上林 ，80年生，习历史文献
学。
28、可以一看
29、我喜欢这书
30、电影背后的历史也是故事
31、《文史参考》毛边本 不是我想象的样子
32、国历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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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狙击历史》

33、不痛不痒。
34、作为地铁读物简单易读，16部电影里有三部没看过，近日补上。
35、马桶书
36、很好的角度，有不少历史可看。
37、电影的历史尽管只有短短百余年，但用电影表现的历史却博古通今。
38、好哥们的书，全景解读电影，从电影本身的历史到拍摄中细节无一不包，又巧妙地与时下正在发
生的事情紧密结合，非常棒。
39、Delicious dessert⋯⋯
40、借着电影科普政史吧，有点无聊。
41、学到一些历史！
42、我觉得讲述那些电影的历史原型和背景故事应该挺好玩的，结果不管是我看过的电影还是没看过
的电影，感觉都没啥意思
43、选了两篇看过的电影的读了，拓展了点影片外的相关知识
44、自映像激涌清流，以迷雾氤氲光影。承蒙上林兄惠赠亲笔签名本，俗务缠身至今方拜读全卷。作
为《文史参考》的资深编辑，上林兄入笔自是一派治史风范，然字里行间仍流露出个性闪光，譬如对
《杀戮之地》、《烈日灼人》、《最后的莫西干人》等电影的解读。 

45、好白痴，介绍电影掉书袋来着。公知最爱吧。
46、上林兄这种通过电影讲述历史的文体已成为杂志界一道独特靓丽的风景线。就冲着今天给我拷苏
联版《战争与和平》，也得给个五星。
47、写得还不错，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看着不累
48、不是停留在电影本身上，更多的去开拓电影背后的内容和历史背景，很不错的书。
49、初读文笔貌似蠢笨
50、我确实很可能是豆瓣第一个读完了里面的文章的
51、原打算随便看看，但内容出乎意料吸引我，虽然里面介绍的电影看过的不多，但介绍的背景历史
很有意思。
52、把历史和电影联系在一起，对背景的理解也没那么费解。
很喜欢上林的文字，他讲的历史仿佛是从镜头中走出来的一样。
看完这本书，让我弄明白了一些一直很想知道但历史老师永远不会告诉你的事情。比如，韩国人的“
去汉化”的历史根源在于努尔哈赤；红色高棉的疯狂和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与中国某段历史高度相
似；怎么样跨国买卖武器，贩卖武器正义与否；电影技术是如何进化的~
我爱上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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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狙击历史》

精彩书评

1、电影与历史的二重奏——读《电影狙击历史》杨津涛刊于2012年9月下《文史参考》这半年来，有
不少种的影评集与读者见面，但着眼点各不相同。学者崔卫平《迷人的谎言》以政治学视角解读电影
，常常对现实有所讽喻；导演徐皓峰《刀与星辰》是从摄制技术层面，谈电影的构思与设计；身份模
糊的文化人周黎明，他的新书《你的，大大的坏》所涉及的范围更广，谈艺术、谈明星、谈纪录片，
从电影一直说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笔名上林的熊崧策的这本《电影狙击历史》又与上面几种不同，他
由电影切入历史，拿虚构的故事引出真实的过去。我的兴趣也在历史，时常还会给媒体写一点历史类
书籍的书评，知道一本新书，从上市到“死亡”只有三个月，所以媒体上通常只发出版三个月内的新
书书评。与新书相比，电影的“寿命”更短，档期至多不过十几天，超出这个时间后，影评也就没有
了时效性。而且无论是书评，还是影评，都有一些属于“软文”，具有广告性质。但如果是给旧书或
老电影写评论就不同了，一来不会有媒体会发，二来也不会有出版方或制作公司给报酬，相对来讲就
更客观，更切实了。《电影狙击历史》中的电影无一例外全是上映已久的老电影，作者选择的标准也
只有一个，那就是经典。作者在经典的标准之下，拿出16部与历史有关的片子来说道成文。无论对何
种艺术来说，小说、漫画也好，电影、戏剧也罢，历史都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库。单就电影而言，名
彪影史的作品，不少就都取材于历史，本书所谈及的十几部电影就是很好的例证。其中《末代皇帝》
是溥仪的传记片，《最终兵器：弓》是皇太极征讨朝鲜事，其他记罗马时代的《埃及艳后》，有说红
色高棉的《杀戮之地》，有言日本战国的《影子武士》，小小的一本书，既是近世电影史，又是袖珍
版的世界大事记。溥仪是国人皆知的历史人物，既是清朝，也是中国最后一位皇帝。但很少有人知道
，小皇帝退位之后，在紫禁城中还有过一位“洋帝师”。庄士敦是英国人，从1919年到1924年做过溥
仪的私人老师，教习英文，传授新知。在这位老师的指引下，少年溥仪成了一名“时尚”人物，不仅
剪了辫子，还穿西装、戴墨镜，在宫里安装了电话。当溥仪被驱逐出宫，庄士敦被迫回国后，他买了
三座小岛，命名为“小中国”，悬挂“满洲国”国旗，以变大自己对皇帝的怀念。这部讲述讲述紫禁
城秘闻的《末代皇帝》，拿下了当年包括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摄影在内的九项奥斯卡大奖
。在这本书中，作者除了还原历史，还如数家珍地给读者聊电影史，在《&lt;艺术家&gt;：说话的阵痛
》中，上林就为读者讲述了有声电影的意外“出生”。原来最早的有声电影是在录制时加上乐团演奏
，而没有台词的。后来华纳兄弟公司在拍摄《爵士歌手》时，演员随口说了一句话被录了下来。华纳
家的老三山姆力主保留这句话，史上第一部有演员说话的电影就此诞生。这部影片上映时反响很好，
创下票房纪录，从此之后“明星不在遥远而沉默，他已不再像是来自另一个虚幻的世界，在银幕上表
演的是一个完整的人”。在《电影狙击历史》的新书发布会上，作者上林坦言，他上中学时都是白天
读《资治通鉴》，晚上看好莱坞大片，左手历史，右手电影，是为生平两大最爱。如果不兼具这两种
兴趣，也就断然不会有现在的这本书了。对于书中谈到的16部电影，看过的朋友可以通过这本书加深
多影片的理解，知道一些情节以外的幕后故事与历史真相；没有看过的朋友呢，则不妨把这本书里的
文章当向导，找机会看看电影如何复述历史。本书使用小精装的装帧，拿在手上非常有文艺范儿，就
连通常让人厌烦的腰封，也创意性地做成了胶片状，契合了书的主题。但让人遗憾的是，本书既没有
作者或他人的序，也没有的最后的跋，使读者对本书的创作始末和意图无从获知。其实这本书中所收
的文章都是作者发表在《文史参考》杂志“影视”栏目上的，上林集腋成裘，才有了这本处女作。
2、《埃及艳后》——埃及艳后与罗马最有权势的三个男人之间的爱恨情仇；《杀戮之地》——柬埔
寨红色高棉政权自我灭绝式的血腥大屠杀；《烈日灼人》——斯大林大清洗内幕；《同谋》——因参
与林肯遇刺案而成为美国建国后第一个被处以死刑的女人；《战争之王》——世界上最成功的军火商
人的生财之道；《最终兵器：弓》——满清两仗把朝鲜打服；《全金属外壳》——历史上最残酷的巷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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