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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电影》

前言

做这本书，是我的梦想之一。    邀请了六十多位师从名门、学艺大家，来自全国数十所高校的年轻学
者，在“百年奥斯卡最佳电影品鉴”的旗帜下听将令，我也有种自豪感，因为我明白，他们中的许多
人，学养深厚，硕果累累，堪为我师。要让大家唯余马首是瞻，除非我的计划，我的意见有道理。大
家各自选了自己最为熟悉和热爱的作品，尽平生之所学，探幽发微，道人所未道，洋洋洒洒，挥笔成
文。本书集学院派各路青年学者的新锐观点，同时在表述上力求温柔敦厚，讲究学术文章的以理服人
，或华美，或平易。或雄辩滔滔，或娓娓道来，皆才情四溢，机杼自出。在集萃成书、审阅统稿的日
子里，我的确是怀着一份春华秋实的喜悦。    说心里话，我对自己能完成这样的“分析伟业”也暗自
佩服。曹丕说：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贵寸阴，惧乎时之过己。在当今时代，蹉跎岁月，甘心碌碌无为
者稀矣！所有人都是忙人，在学苑、在职场、在家里，为生存、为生活、为梦想在打拼。以余为例，
俗务如山：各种应酬、会议、约稿、策划、写剧本，还要每天在篮球场上过两个小时的篮球瘾，闪转
腾挪，抢截扣投，度过人生那大汗淋漓的美妙时光，沾沾自喜于竟然还有二十岁的体能。夜阑上网，
环顾朋辈，成绩斐然者多矣！于是又不得不扬鞭奋蹄！    我们常在问自已：我是谁？我在干什么？何
时才能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我要达到什么目标？再过五年我是谁？再过十年我又是谁？常这样问自己
的人，活得很累很累⋯⋯我和本书的所有撰稿者一样不能免俗，也不能不自省。但大家累并快乐着，
虽然每个人都为各种事情所扰，也都有过忧心如焚、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光，但是我们所热爱的电影会
让我们对生活充满热爱。虽然这个世界的公平是相对的，不公平却是绝对的。但只有自己不抛弃自己
，人先自救，方有天救。要永远对生活充满希望，对于困境与磨难，微笑面对。    本书的文字就时间
而言，不能说是引导观众消费的“劲片热评”，也与投资方、制片方的市场需要完全无关，完全是八
十多部电影大热大卖，尘埃落定几年几十年之后，在春夜听雨，向壁品茗的心境中，静心静气地著述
。重翻历史旧案，拂开尘封故事，道其短长，辨其是非，点一烛之明，存一家之说，为中国的电影人
和电影爱好者赠一份言论，为中国电影的繁荣添烛光之辉。    学术乃天下公器，人皆不可得而私之。
电影好坏，公道自在人心，做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拿奥斯卡最佳影片来说我们六十多位青年学者自己
想说的话，唱我们自己想唱的歌。也是有意想为中国电影批评家挣回些面子，因为中国的批评家有自
己的苦衷，真正的电影批评很多都是滞后的。    余曾撰一文《批评家的苦衷与滞后的电影批评》，发
表干《人民论坛》2011年9月(下)。后被《人民网》《光明网》《中国电影网》《中国社会科学网》《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求是理论网》《中国日报网》《文化发展网》《前线网》《新文网》《同济大
学新闻网》等全文转载。文章分析了中国电影批评家进退失踞的尴尬状况，现将未删减版原文转附如
下：    2009年编剧程青松接手主编《青年电影手册》杂志，在采访中他说：“有了大片以后，很多人
写公关稿宣传稿，还有组织很多博客写手写宣传稿，跟影片本身混在一起。每当大片一开始出来都是
被吹捧，我觉得就像电视广告一样，难免里面会形成一种欺诈。大家觉得中国电影不容易，而这种没
有底线的吹捧，反而是对中国电影的损害。”针对许多影评人为金钱而评论、沦为“皮条客”、“批
评，失语与失身太久了”的现象，程青松表示，《青年电影手册》坚持独立性和非依附性，发展独属
于自己的批评话语系统，要以电影批评影响电影创造乃至推进电影创造。    程青松的愤慨以及想有所
作为的精神令人尊敬，但是，中国影评人有自己的苦衷。    中国电影自2002年的商业巨制《英雄》后
，经过近十年的发愤图强。终于跃出了曾经所谓的“深坑”。2010年票房过百亿，这标志着中国已开
始向电影强国迈进，而本土大片对中国电影中兴居功至伟。对于大片的宣传问题，历来备受争议，每
每成为社会舆论的热点。投资人要收益，就会花钱请人为其宣传造势，而有名的理论工作者的声音，
就成为宣传营销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自政府和制作方的招待会、研讨会、媒体，自然就成了讲
坛和阵地。影评人为人情所困、为场面所逼，隐藏起自己的真实感想，在影片上映前铺天盖地地说一
些政府、制片方和发行方需要的话语，亦势在必然。但长此以往，这些所谓的“电影评论”就会失去
公众号召力了。    按理说，电影批评家属于社会精英阶层，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独立的思想和人
格，不媚权、不媚钱、不媚世，说自己想说的话，唱自己想唱的歌。但是，在这种场合中，你不和大
家“唱同一首歌”，而要另展歌喉，显然就很“跑调”。    实事求是地讲，对于大片，我们需要多一
种的声音，多一种与政府和投资方不同的声音，但这种声音，显然不适合那种场合。好在，这种声音
往往在时过境迁之后就会发出来，存在于学者的专著中，在喧闹后的沉寂中发出，只不过离开了影片
沸沸扬扬热映热议之当时，在时间上滞后了一点而已。    在中国，被冠以“电影批评家”头衔的人，
大都是高校的教授或社科院、电影研究所的研究员。由于都是体制内的人，难免不为体制讲话。其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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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电影》

以存身的环境决定了他在建构自己的批评话语时的主流性，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一个电影批评者应有
自己的话语标准。    早在1926年，影评人连筱痴就明确地谈到了作为一个电影批评家所要具备的条件
：“高尚的人格”“坚决的意志”和“丰富的鉴赏性”。具体地说，有高尚的人格，写出的文章必然
高尚，必然能成为民众思想的总汇聚；有坚决的意志，他的主张就一定不是朝三暮四，而是始终一致
的，也一定不会为人收买或豢养；有丰富的鉴赏性，也可以说是博学多闻，就能真正了解什么是批评
，就能使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帮助电影的发展。其实，中国的影评人在我看来，不是不说真话，而是
在“特定的场合”和“特定的时间段”不说真话。只要“事过境迁”，他肯定会说，且言辞犀利、切
中要害，每每多诛心之论。在闲聚的饭桌上给朋友说，在课堂和论坛上给学生说，在著作中给读者说
。有心的电影人会在自己作品掀起的飓风尘埃落定后，听到很多，学到很多，想到很多。    当面不说
，背后猛说，说了还不行，还要出书泄恨，这就是中国的电影批评家。话说回来，中国人是要面子的
，当着人家的面骂人家的孩子丑，心里还要人家有足够的涵养和博大的胸襟来容忍你，那似乎只有不
通世故者才偶尔为之。    中外电影史上，对电影批评目的的理解和阐释，可归纳出以下几点：移风俗
，正人伦；为政治服务；让影视创作者反省；让观众深度理解影片的价值。而电影评价的标准则可分
为：政治标准、道德标准、艺术标准、技术标准、商业标准。其实具体到批评的实际操作层面上来，
由于电影是综合艺术，各个目的和标准之间难免相互打架、拆台，以致战端一起，硝烟滚滚，成就了
一段又一段影史逸事。    中国电影需要辉煌，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盛世图景是国人的理想。我们既
要娱乐至上的商业大片为民族电影的繁荣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也要具有先锋性、探索性的艺术片为
其前驱，为商业大片在形式上和内容上的不断创新提供新的养分。我们需要商业娱乐片为我们提供精
神的休憩，提供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见的梦想和人生，也要艺术片去探讨人类生存的困境，让我们回到
现实，直面惨淡的人生，获得战胜困难的勇气。    作为一个影评人，对于曲高和寡的艺术片，应该放
下身价，引导观众去消费、去思考、去阐明其价值，不要或者以票房为准绳，对其口诛笔伐；或者自
封为神，对普通观众的口味冷嘲热讽。对于商业片，要冷静地分析其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原因，而且
对这些原因要区别对待。对其商业卖点要归纳总结，使其向叫好又叫座的路子上走。    其实，我们既
不能一顿乱棍子狂扁，将孩子打伤打残打死，也不能摩挲着、宠惯着，明摆着有了过失还在翘大拇指
，凡做过父母的都知道，这不是教子成才之法。其实我们很多电影评论人也都明白这个理，也是这么
做的。    程青松先生说将在影评环境和电影发展环境日趋恶劣的情况下。携手二十余位国内知名影评
人对中国电影展开锋芒毕露的批评。他认为“需要来自民间的，站在观众立场上的电影评论。在这样
一个环境下，批评就是给中国电影打的疫苗，可以防止它在一个真空里面，看起来全部是无限好的一
种环境里面，防止有更大的疾病到来”。    这种心忧天下，爱中国、爱电影的心当然是好的，电影圈
当然需要这种慷慨激昂的，或者是愤怒的声音，因为我们已经听过太多温柔敦厚的、中庸的学院派的
声音了，在恹恹欲睡的昏聩状态中我们需要有人来振聋发聩。但是我认为最为关键的是，许多批评的
声音早就存在于专家学者的著作和文章中了，我们如何让广大电影人看到它，看懂它。    2012年3月于
同济大学电影研究所    杨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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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电影》

内容概要

《读电影(百年奥斯卡最佳电影品鉴1991-2012)》(作者杨晓林)是“文学艺术读物文艺欣赏系列”之一
。
    《读电影(百年奥斯卡最佳电影品鉴1991-2012)》收录了《《 ：拓疆者的罪与功》、《 ：现代人的心
灵病态与精神创伤》、《 ：反西部片的西部片杰作》、《 ：由纳粹分子到救世基督》、《 ：商业文
化与大众文化合谋的“好莱坞童话”》、《 ：不自由，毋宁死》、《 ：如驼铃与月光般的爱》、《 
：梦幻爱情与西方人的“创伤记忆”》、《 ：寓严肃神圣于轻松戏谑》、《 ：生命中开满的蔷薇》
、《 ：在生命边缘处坚守理想》、《 ：爱与天才的传奇》、《 ：杀人成为艺术，丑闻带来名利》、
《 ：幻觉的博弈》、《 ：生如夏花，百味杂陈》、《 ：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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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电影》

作者简介

杨晓林，笔名搏子，陕西宝鸡人，复旦大学博士后。上海大学数码艺术学院教工党支部书记。副教授
、编剧、硕士生导师。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数码艺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长影集团主办的《电影文学
》杂志“动漫研究”论坛主持人。

    在《电影艺术》等国家核心期刊和重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影视艺术
》全文转载。创作和改编的剧本有：大型历史电视剧《大秦直道》、电影《生死诺言》、电影《守护
灵魂》、电影《上海1925》等。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好莱坞动画电影研究》等4项课题，作为骨
干参与教育部及国家社科课题3项。

    专著有《叛逆·困惑·回归：中国新生代电影比较研究》、《从比较文学到比较电影与动画研究》
、《动画大师宫崎骏》，主编教材《影视鉴赏》、《世界影院动画精品解读》、《世界动画电影名片
分析》、《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分析》、《世界电视动画名片分析》等，参与译著《后理论：重建电
影研究》。待出版专著《迪斯尼动画电影研究》、教材《当代热播电视剧名片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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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电影》

书籍目录

《与狼共舞》：拓疆者的罪与功《沉默的羔羊》：现代人的心灵病态与精神创伤《不可饶恕》：反西
部片的西部片杰作《辛德勒的名单》：由纳粹分子到救世基督《阿甘正传》：商业文化与大众文化合
谋的“好莱坞童话”《勇敢的心》：不自由，毋宁死《英国病人》：如驼铃与月光般的爱《泰坦尼克
号》：梦幻爱情与西方人的“创伤记忆”《莎翁情史》：寓严肃神圣于轻松戏谑《美国丽人》：生命
中开满的蔷薇《角斗士》：在生命边缘处坚守理想《美丽心灵》：爱与天才的传奇《芝加哥》：杀人
成为艺术，丑闻带来名利《指环王3：王者归来》：幻觉的博弈《百万美元宝贝》：生如夏花，百味
杂陈《撞车》：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无间道风云》：残酷的现实，命定的悲剧《老无所依》：暴力与
命运拨弄下无处容身的老人《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印度底层生活的快节奏回放《拆弹部队》：战争
的狂飙与自我繁殖《国王的演讲》：还至尊以凡俗《艺术家》：缅怀辉煌，重温鸳梦附录1：奥斯卡
金像奖的规则附录2：奥斯卡金像奖的“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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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880年美国西部的堪萨斯州，威廉·芒内曾是一个令人胆寒的杀手和抢劫火车的强盗，自从与漂亮的
富家小姐克劳迪娅结婚并生下两个孩子后，芒内弃恶从善，过上了一个正常的农民生活。不幸妻子因
病而死，芒内一直生活在对妻子的思念和对过去罪恶的忏悔中。    两年后，怀俄明州大威士忌镇发生
了一桩醉酒牛仔伤害妓女的恶性事件。妓院老板恨不得吊死两个牛仔，但警长“小比尔”达格特只让
他们赔了7匹马就草草了事。妓女们十分愤怒，纷纷捐出钱财，以1000美元悬赏杀死两名牛仔。    “斯
科菲尔德小子”来找芒内一起去“揭榜”。为了那为数不少的赏金，为了能让年幼的子女过上富裕的
生活，告别杀手生涯11年的芒内违背了对亡妻作出的不再参与杀戮的承诺，决定重操旧业。“斯科菲
尔德小子”、芒内和老搭档洛根一起追至大峡谷，先后结果了两个牛仔的性命。不幸的是，洛根却被
警长“小比尔”的手下抓去折磨而死，暴尸酒吧间外示众。    芒内愤怒至极，雨夜中单枪匹马进入大
威土忌镇，杀死了“小比尔”及其开枪的手下，为朋友复了仇。芒内带上他的两个孩子。从此销声匿
迹，传说他去旧金山经商去了。    奥斯卡金像奖似乎是为了弥补在评奖史上对作为“典型的美国电影
”的西部片的冷遇，在《壮志千秋》(1931年)获奖60年之后将大奖接连颁给了《与狼共舞》(1991年)和
《不可饶恕》，再次确认了作为类型片的西部片在美国电影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倘若说《与狼共舞》
的获奖归功于它在艺术上之于传统西部片的突破，那么《不可饶恕》的获奖就应得益于它在内涵上对
传统西部片的反叛与颠覆。    《不可饶恕》一反传统西部片的固有逻辑。颠覆了传统西部片的英雄神
话，赋予西部片更加复杂的道德和人性内涵。传统西部片的深层实际是神话，其中的主人公一般都是
代表正义的牛仔、代表法律的警长，英雄永远是威武彪悍、行侠仗义的西部牛仔。而《不可饶恕》不
缺少传统西部片的任何视觉元素，但却对传统西部片的精神元素大胆反叛，影片中没有一个纯粹的正
义英雄，有的只是伤害妓女的牛仔、为了酬金而内心充满矛盾的杀手、以法律的名义强行个人意志和
暴力的警长，而且几乎每个人内心都充满了善与恶的两面冲突，背负着原罪般的罪恶。片名《不可饶
恕》寓意丰富，到底是谁不可饶恕？是伤害妓女的两个牛仔？还是凶狠的警长“小比尔”？还是包括
芒内在内的杀手？抑或是男主人公芒内对于自己过去的不可饶恕？不能按照传统西部片的英雄神话模
式去解读影片中的人物，不能简单地将他们划分为善或恶、正或邪，英雄或歹徒。    片中的3个杀手，
都不是纵马奔驰、持枪格斗的英雄，甚至有些外行和搞笑：老迈的芒内枪法锈钝，甚至连上马都很费
力，遭到毒打时更是无力还手；洛根失掉了杀手的果断，不忍心向目标开枪而中途退出；“斯科菲尔
德小子”则是个连目标也看不准的近视眼。他们杀人的目的，不是扬善惩恶、除暴安良，而是为
了1000美元的赏金，这种世俗的目的使得人物的道德性模糊不清，也主宰了他们矛盾的心理和行为。
主人公芒内就是一个充满内心矛盾和道德模糊性的人物，他过去是一个恶名远播的强盗和杀手，甚至
连妇孺也不放过，可是一个女人的爱情使他改过自新。他在身体上忠于亡妻，但是在行动上为了获得
赏金(甚至主人公的名字munny与money音近)违背了对亡妻的承诺：他对受到伤害的妓女怀有怜悯之心
，却毫不手软地剥夺了两名牛仔的生命；他为了给老搭档报仇，毫不留情地杀死了小比尔及其多名手
下。芒内获得厂赏金，却永远背负上不可饶恕的忏悔。洛根举枪瞄准了目标，却不忍心下手，目睹了
牛仔的惨死后中途退出。“斯科菲尔德小子”杀人后，惶恐而痛苦地复述着杀人的情景，想到了应该
抵死。由此可见，传统西部片快意恩仇的英雄神话褪色了，而个体内心的矛盾和人性的复杂在对英雄
神话的颠覆中浮现出来。    这种在内涵上对传统西部片的反叛与颠覆。尤其表现在影片对暴力的处理
上。影片保留了以往西部片暴力宣泄的特点，但不是展示暴力美学，而是为了揭示暴力本质和弊端，
整体上达到了以暴力否定暴力的艺术效果。影片以妓女大利拉被牛仔用刀凶狠地割破脸庞破相这一暴
力场景开始。而且在情节进展中暴力镜头不断出现，包括小比尔以法律的名义滥施暴力、对英国杀手
的痛殴、对洛根的鞭笞和杀害示众、对芒内拳脚相加，以及两位牛仔被枪手杀死的惨烈场面，直到影
片末尾芒内对小比尔及其手下毫不留情的射杀，影片始终充斥着刀、枪、皮鞭，以及鲜血、伤痕和死
亡，充满着暴力，片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暴力链条上的一环，比起传统西部片中的暴力宣泄，有过之
而无不及。但是，与传统西部片不同的是，影片中的暴力失去了正义的光环，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办
法，成为追逐赏金和复仇的工具。情节进展中的每一场冲突均需暴力解决，但是每一次暴力解决又有
几分悲剧色彩，也使得片中的人物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芒内内心的矛盾和挣扎，洛根不忍心向目
标开枪，“斯科菲尔德小子”杀人后的忏悔式的痛哭和心理恐慌，都表达了导演对暴力的反思。尤其
影片将几场暴力戏置于暗夜的滂沱大雨中发生，以晦暗的视觉风格增强了暴力的悲剧和抑郁色彩。与
人物的心理矛盾和道德状态互为隐喻，使影片中充满了忏悔悲怆的气氛，以灰色的暴力展示，收到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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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否定暴力的艺术效果。P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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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由纳粹分子到救世基督》、《：商业文化与大众文化合谋的“好莱坞童话”》、《：不自由，毋
宁死》、《：如驼铃与月光般的爱》⋯⋯《读电影(百年奥斯卡最佳电影品鉴1991-2012)》(作者杨晓
林)介绍了数十部近百年来奥斯卡最佳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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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教学使用。
2、但是内容还是不够详细
3、一部电影的影评都很短，就是一篇文章，也没啥深度，三本书打包买的，从包裹外看还以为是一
本。。。不过一份价钱一分货
4、还不错全面点，从拍摄剪辑角度多分析就更好了！
5、还不错的电影小解析，简短对剧情架构背景也算挺正确
6、很适合我们这种刚开始学习电影分析的人阅读
7、地摊读物。
8、书一般,白话半天.也就适合随手一看便拉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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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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