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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翻译这本书的原始动机相当单纯：一是从翻译中温习及反省自己的电影思考；二是提供大专院校电影
系或相关科系学生做为教科书之用。
1989年自纽约大学(NYU)电影研究所(CinemaStudies)毕业回台之后，由于在母校辅仁大学大传系兼课，
为了准备学生教材，我开始在书店中搜寻一些适合学生阅读进修的中文书。
结果发现当时市面上关于电影的书大部分是影评文集、资料性电影书或电影作者(auteur)专论的编译。
当时较适合做课堂教科书的，除了焦雄屏老师译自路易斯．贾内梯(LouisD．Giannetl．i)著作的《认识
电影》(UnderstandingMovies)(远流出版社)是较具电影入门性格的书外，理论方面以陈国富先生译自杜
德利．安德鲁(DudleyAndrew)的《电影理论》(TheMajorFilmTheory)(志文出版社)，虽不容易在市面上
找到，却是比较进阶介绍影史中各重要理论现象的好书。
前者以知性感性兼具的方式着重简介影史中已出现的电影技术；后者可帮助学生从几个基本问题人手
，去概知各理论家对电影现象提出的独到的系统化的看法。
但是光这两本并不够，要让学生除了体验电影外，更去思考影片，并能对电影保持高度兴趣，需要一
本综合这两类，且有系统的方法去讨论电影的书。
书架上的其他书本虽有参考价值，但仅是课后学生充实自己视听之用，并不能当作教科书。
我因此开始调查了解学生的需要，然后回头到以前在国外求学的外文数据，寻找适合的教材。
这本书原名为FilmArt；AnIntroduction，是当年入学时，研究所里规定第一学期必修课之一的指定教科
书。
虽然(GinemaStudies研究所着重的是学术性的电影研究，但是所里并不只收电影科系的学生。
所有受过相关的文学、戏剧等学科训练的申请者，经过系内评估之后，都可获准入学。
所以，为了先统合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背景的学生以往对电影的认识，这本《FilmArt；AnIntroduction》
遂在第一学期的课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学生在选修其他专论课程前的基础训练。
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我认为是：它以一个非常系统的方式进行电影“形式”与“风格”方面的概念思
考，同时佐以巨细靡遗的影片举例，详细分解构成电影的元素，说明电影的形式系统(叙事与非叙事
性)与风格系统(摄影、剪辑、场面调度与声音)如何在影片中交互作用。
所以对学生的帮助，是让他们在了解一部电影时，不再是以过往观影经验所累积的惯性直觉方式，去
感受影片技术上或情感上的精彩片段，而能将电影看作是一个创作者在凝粹创作意念之后，执行到影
片胶卷上的完整呈现，是一个像其他艺术如诗歌、建筑、音乐与舞蹈一般的完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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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影艺术》第1版面世于1979年，此后历经七次修订，早已成为电影学领域公认的标尺性著作。
本书内容宏广，从对电影制作的技术性解说、对构成电影各元素的系统化评介，到电影分析方法的示
范、电影史的梗概提要，无不做到深入浅出、思虑缜密而观点周全。
　　作者以一个非常系统性的方式进行电影“形式”与“风格”方面的概念思考，同时佐以巨细靡遗
的影片举例，详细分析电影的元素，说明电影的形式系统（叙事性与非叙事性）及风格系统（摄影、
剪辑、场面调度与声音）如何在影片中交互作用。
这样能帮助读者在了解一部电影时，不再是以过往观影经验所累积的惯性直觉方式，去感受影片技术
上或情感上的精彩片段，而能将电影看作如同诗歌、建筑、音乐与舞蹈等其他艺术一般，是一个创作
者在凝粹创作意念之后，执行到影片胶卷上的完整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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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大卫&#8226;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1947～）及其夫人克里斯汀&#8226;汤普森（Kristin Thompson
，1950～），是当代美国重要的电影理论家，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传播艺术系荣誉教授，法国
电影资料馆（Cinemathèque Fran&ccedil;aise）顾问，国际电影学界最多产、最伟大的教科书编纂者之
一。
波德维尔是“认知电影理论”的创始人，并以其对小津安二郎、爱森斯坦等人的“作者”研究、电影
叙事学、香港电影研究、电影风格史的研究而广受尊敬；克里斯汀则是新形式主义电影分析理论的领
军人物，她的Breaking the Glass Armor（1988）是公认的新形式主义经典著作。

    波德维尔夫妇著有多部享誉世界的电影学理专著，如《电影风格的历史》，《世界电影史》，《娱
乐王国：香港电影的秘密》。
但若论在世界范围内最畅销、最深入人心的作品，则非这部《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莫属。

    2007年3月，大卫&#8226;波德维尔以其对亚洲电影尤其是香港电影的持续关注而荣膺“亚州电影学术
研究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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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电影即艺术：创意、科技与商业电影在我们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实在很难想象
没有电影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在电影院、家、办公室、汽车、公车里以及飞机上，我们都在享受电影。
我们还使用笔记本电脑与iPod随身携带电影。
只要按下按钮，机器就会播放电影取悦我们。
近百年来，人们尝试去了解这种媒体的魅力究竟何在。
电影传达了信息与观念，向我们展现了原本不知道的世界与生活方式。
即使这些好处有相当的价值，但是有某种东西却更加重要：电影为我们提供了赏心悦目的观看与感受
方式，电影以体验掳获我们。
这些体验通常通过故事来带动，这一点我们将在本书的章节中加以讨论。
然而，电影也可能发展出观念，或是探索视觉特性与音响质感。
一部电影会把我们带进一段旅程，提供一段触动我们心智与情感的特殊经验。
这并非事出偶然，电影原本就是被设计来影响观众的。
在19世纪晚期，电影成为一种大众娱乐。
由于电影呼应了广大观众的想象需求，因此获得了成功。
所有出现的电影传统——说故事、记录实际事件、使物体与图画栩栩如生、纯粹形式的实验等等，都
是用来使观众获得在其他媒体上所没有的体验的。
电影工作者发现，他们可以通过控制电影的样貌，提供给观众更为丰富、迷人的体验。
经由相互观摩学习，以及在电影选项上推陈出新、去芜存精，电影工作者开发出了电影艺术形式的基
本技巧。
要谈电影的起源，一些泛泛之谈对于我们深入理解电影并没有用处。
就拿“艺术”（art）及“娱乐”（entertainment）的区分来说，某些人会说，在多厅电影院（multiplex
）放映的卖座电影只是“娱乐”，而小众电影才是真正的艺术，例如独立制片、电影节或专门性的实
验作品等。
通常这种艺术/娱乐的区分带有明显的价值判断：艺术是高品味的，而娱乐则是肤浅的。
然而，事情并不是这么单纯。
如我们刚才所指出的，许多电影的艺术资源是为大众提供娱乐的电影工作者所发现的。
例如，在20世纪头20年，许多娱乐性电影为电影剪辑开启了新的可能性。
而在价值上，通俗传统显然能够培育出高质量艺术。
就像莎士比亚（Shakespeare）与狄更斯（Dickens）都为大众读者而写作，许多伟大的20世纪音乐，包
括爵士与蓝调，也都源自通俗传统。
电影之所以是一门艺术，原因在于它允许创作者为观众设计体验，而这些体验的价值不会因为其出身
血统而受到影响。
不论是小众还是大众电影，都属于我们称之为电影的综合性艺术。
有时候，人们会把电影“艺术”（art）与“商业”（business）加以对立。
这种区分与电影的娱乐性有关，因为娱乐基本上是销售给大众的。
然而，在大多数现代社会，没有一种艺术能够脱离经济的束缚。
小说之所以能够出版，不论内容高下平庸，都是因为有期待热销的出版商的介入与帮忙；同样的，画
家希望收藏家与博物馆能采购他们的作品。
当然，某些艺术作品是来自于政府公款或私人捐献的赞助，但是，这个过程也使得艺术家涉入了财务
交易关系。
电影自然也不例外。
某些电影的拍摄目的，是希望消费者付钱观赏；其他电影的资金则是来自于赞助者（想要使电影完成
拍摄的投资者或组织），或者是公共资金（例如，法国就很慷慨地补助各种电影计划）。
甚至于当你决定拍摄自己的数字电影时，你也会面临经费的问题——而你可能会希望能多赚一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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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付出的时间与心力。
关键在于，金钱考虑不一定会使艺术家减少创意，或使电影计划降低价值。
金钱能够败坏任何事业（如政治），但是它不必然如此。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天主教会聘用画家绘制圣经故事。
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与达？
芬奇（LeonardodaVinci）就受雇工作，但是很难说这就有损他们的艺术性。
在这里，我们不假定娱乐性被排除在电影艺术之外；我们也不会采取反面的立场——主张只有好莱坞
大众市场电影才值得一看。
同样的，我们不会设想电影艺术能够超脱商业需求，但我们也不认为金钱就能支配一切。
任何艺术形式都能提供广阔的创意可能性。
我们的基本假定是，电影身为一门艺术，提供了观众认为有价值的体验——娱乐、刺激、困惑或陶醉
。
但电影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呢？
《辣手摧花》中的艺术性查理舅舅到住在加州圣塔罗莎（SantaRosa）的姐姐家中作客。
查理是一个见过世面、挥霍无度的人，他的姐姐艾米崇拜他，甚至将女儿取名为查莉（编者按：原文
皆是Charlie），以表示对他的敬意。
但是，当查理舅舅在城镇中四处游荡，外甥女小查莉开始认为，他就是专挑有钱寡妇下手的连环杀人
犯。
她无法证明这件事——片名本身就带有疑云（ShadowofaDoubt），但是现在她发现了他险恶的一面。
在某一天晚餐时，查理舅舅称赞小镇生活。
他说，在圣塔罗莎这样的小镇里，女人们很勤快，而不像城市里那些有钱、被宠坏的女人。
接着他慢慢地说出了一段恶毒的独白：这些妇人，这些没用的女人，她们做些什么？
在旅馆，在最好的旅馆里，你们每天可以看到几千个这种女人。
她们把钱喝掉、吃掉、打牌输掉，整天整夜玩乐。
满身铜臭味，只会炫耀珠宝。
这些可怕⋯⋯肥胖、人老珠黄、贪心的女人。
听到这些话，小查莉脱口而出：“但她们还活着！
她们也是人！
”查理舅舅回答：“她们是吗？
她们是吗？
查莉？
她们究竟是人，还是肥胖、气喘吁吁的动物？
又老又胖的动物会有什么下场呢？
”查理舅舅似乎意会到他太过分了，于是微笑着转变回和蔼可亲的态度。
这是一段有力的场景，至于它是如何影响观众的，则需要依赖许多艺术上的判断。
这部剧本提供了生动的对话与强大的冲突。
这个场景是小查莉确认舅舅是凶手的过程。
由于我们身为观众也有同样的怀疑，因此，这个场景也推动我们更接近相同的结论。
这个场景暗示他有一点疯狂；他的行凶不仅是为了窃盗目的，更带有对女人的深刻憎恨。
这个场景使我们更加了解他的人格。
而在我们的反应中也有情感的层面，因为他将女人贬为动物的描述，让人心惊胆战。
在一部电影当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会受到情境的影响。
有时候，我们截取其中片段加以研究，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就是如此。
但是，为了获得这个片段的完整效果，我们需要从头到尾观察整部电影。
任何一部电影都有整体性的组织，我们称之为“形式”（form）。
之所以称为形式，就意味着一部电影不仅仅是一堆片段而已，形式是一种模式（pattern）。
《辣手摧花》是一个故事组织，而我们所检视的这一幕晚餐场景，强有力地推动了故事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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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说，这个场景提供了形式功能（formalfunction）。
实际上，这个场景提供了好几个形式功能。
故事的发展基于查理舅舅拜访家人，以及小查莉逐渐发现他是凶手。
诚如查理舅舅所指出的，她不能对任何人说出真相；这么做的话会让她的母亲崩溃。
这创造了一个强大的冲突，冲突不仅存在于小查莉与舅舅之间，也存在于她的内心里。
同样的，当她知道真相之后，她的态度就改变了。
起初她崇拜舅舅，但最后她却痛苦地知道了他的本性。
她对这个世界的信任开始破灭，如果她亲爱的舅舅会如此残忍，她又怎能希望在家庭之外找到善良？
因此，这幕晚餐场景使得小查莉的角色有所成长。
甚至于连这幕场景发生在晚餐时也具有重要性。
在同一张餐桌上，先前已经发生了许多欢乐场景。
在某一刻，查理舅舅把修补过的父母亲相片拿给艾米，显示他对艾米与家人有真诚的关爱。
小查莉则是非常欢喜（图1.1）。
这些先前的场景告诉我们，舅舅与外甥女之间的亲情关系，他甚至送了她一枚高雅的戒指（图1.2）。
这枚戒指在剧情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小查莉发现戒指上有刻字（戒指上的刻字说明戒指可能是
受害者的）。
借此，查理舅舅仇恨性的独白与我们先前看过的其他片段连接了起来。
这就是“形式”在艺术当中运作的方式。
小说中的一幕场景、音乐中的一段和弦，或是绘画中的一片色彩，在与其他层面结合之后，便能创造
出我们对作品的全盘体验。
形式模式可以激发观念与情感。
为了欣赏电影的艺术可能性，接下来我们需要考虑这部影片的故事组织，亦即为了创造特定效果而串
连各部分的方式。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思考电影工作者运用电影媒体的方法，亦即我们呈现故事的技巧。
在小说当中，作者对于文字的运用，传达了剧情的进展与角色的发展；作曲家则使用旋律与节奏创作
歌曲。
同样的，电影媒体提供给电影工作者一些方法，有助于每个段落的形式发展。
《辣手摧花》的导演希区柯克（AlfredHitchcock）深信，可以运用电影媒体带动观众的心灵与感受。
因此，当查理舅舅进行内心独白时，希区柯克为我们呈现了一整张餐桌的镜头（图1.3）。
在早先的场景中，我们已经看过某个类似的镜头，而使我们知道场景中主要角色的位置。
同时，希区柯克将餐桌主位安排给查理舅舅，而不是艾米的丈夫，也看出他在家中的优势地位。
当查理开始发言，在一个艾米的镜头之后，接着是小查莉焦虑地看着他的简短镜头（图1.4）。
当他开始指责“没用的女人”，并继续批评的时候，这里的镜位非常靠近他（图1.5）。
在这里，约瑟夫？
考登（JosephCotten）的表演非常重要。
口中说着“肥胖、人老珠黄、贪心的女人”，使他愤慨而激动。
他说话不眨眼，似乎是在自言自语，而不是与别人说话。
希区柯克在画面中清除了餐桌上的其他人，而放大考登的演出效果。
随着查理舅舅的独白逐渐提高愤怒与强度，摄影机一路稳定地向他推进，而将他的脸填满整个画面（
图1.6）。
希区柯克原本可以使用其他的技巧，或者从查理舅舅身后拍摄，让我们看不见他的脸，而看见餐桌上
其他人的反应；或者中断查理舅舅的镜头，而插入艾米、她的丈夫与孩子的反应。
可是，当查理舅舅显露出对于女人的愤恨时，通过将镜头缓慢而稳定地移向他的脸，希区柯克在这里
造就了一种特别的效果。
纵使他是在大声说出这些台词，但摄影机不为所动的前进却意味着我们正在一窥他的心灵。
小查莉脱口而出：“但她们还活着！
她们也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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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导演的镜头会离开查理舅舅，而转切她说这些话的镜头。
但是，希区柯克将她的爆发表现留在银幕之外，而我们只能听到这些话。
接下来，他加上了一个极具震撼力的画面。
当摄影机移动到了极度紧贴的特写时，查理舅舅稍微转头，看着镜头回答：“她们是吗？
查莉？
”（图1.7）突然间，我们被置于这个年轻女孩的位置，而看见了她舅舅满脸的愤恨。
〔在《沉默的羔羊》（SilenceoftheLambs）中，乔纳森？
戴米（JonathanDemme）运用了这个技巧拍摄片中杀人魔汉尼拔？
莱克特，见图8.3。
〕和小查莉一样，我们开始了解到查理是一个有反社会倾向的人，而更可怕的是他那稳定的凝视及欲
言又止的发言。
希区柯克在布景、摄影画面、声音与剪辑上的这些决定，深深地将我们的心情带进了故事当中。
像这些电影技法抉择常创造出有目的的模式，而这就被称为电影的“风格”。
对于小说，我们会使用风格这个词来称呼其中的语言模式。
艾尔莫？
雷纳德（ElmoreLeonard）的新黑色小说（neo-noirfiction），在风格上与托妮？
莫里森（ToniMorrison）的抒情小说截然不同。
同样的，当我们说一首歌是嘻哈风格，或者一幅画属于印象派风格，我们所指的是，在音乐或视觉艺
术当中，艺术家如何选择并安排可用的技巧。
我们已经看到，在《辣手摧花》当中，晚餐场景的戏剧性发展是如何与其他场景相联系的。
希区柯克在这里的风格，与整部电影的技术选择息息相关。
一方面，这一幕查理舅舅的镜头，是我们最接近他的镜头，而这个大特写取景赋予这个场景独特的力
量；另一方面，就整体来说，希区柯克所运用的技巧把我们放在角色的位置上。
贯穿整部电影，他运用视觉观点向我们呈现的事物，大致上就是角色所看见的样子。
而片中，我们最常分享的是小查莉的视觉观点（图1.8与图1.9）。
这种风格模式依然持续到餐桌独白的过程。
小查莉的简短镜头，提醒了我们她在舅舅旁边的位置（图1.4）。
但是，查理舅舅并不是看着她而开始这段独白的，希区柯克让他对餐桌上其他人说话，或者是只对他
自己说话（图1.5与图1.6）。
只有当小查莉在银幕外爆发之后，查理舅舅才回头看她——以及我们（图1.7）。
这一刻的视觉观点最具有震撼性，而希区柯克把它用为结尾的镜头。
这幕场景的风格也强化了本片中更大的一个模式。
在查理舅舅到达圣塔罗莎之后，我们看到了他的言行，但是视点主要集中在艾米家人，尤其是小查莉
身上。
我们对她舅舅的所知，比她的认识略多一点。
例如，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怀疑警察正在找他，但我们不知道他们在调查什么。
稍后，我们知道了查理舅舅剪下报纸上的一篇报导，但是直到他的外甥女发现了，我们才知道他正想
要隐藏剪报。
跟随着小查莉，我们逐渐发现杀害寡妇玛莉的凶手仍然逍遥法外，而查理舅舅则是主要嫌犯。
这个故事发展的整体形态及每个场景的风格呈现，都使我们更亲近小查莉。
我们大致上知道她所知道的事情，而当她获得某些关键信息时，我们也都会知道。
在餐桌场景中，故事内容的发展及希区柯克的风格，使我们与小查莉更加密不可分。
当查理舅舅以挑衅姿态转向摄影机时，这一刻就成为这个模式的高潮。
在这本书的其余部分，将会更仔细地探讨形式与风格的概念。
在这里我们主要想指出，像《辣手摧花》的这场戏是电影艺术的典型。
题材与主旨有助于电影的艺术效果，但是，这些题材与主旨本身只不过是原料。
关于连环杀手的电影很多，但是有多少能像《辣手摧花》这样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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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歌曲、戏剧或小说，正是借由形式与风格，电影才能一步步带着我们入戏。
当一部电影随着时间而展开，它的发展模式会让我们追究事情的发生原因，并且让我们想知道接下来
的发展，我们因而感受到好奇、悬疑与惊讶。
电影操纵了我们的视觉与听觉、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我们的观念以及感受。
电影工作者能够创造出结构性的体验，而使我们身陷其中——有时甚至会改变我们对人生的想法与感
受。
就像在看过《辣手摧花》之后，许多观众会怀疑，世界究竟是不是总是那样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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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7年10月，《拍电影：现代影像制作教程》(DigitalMoviemaking)一书的出版宣告了世界图书出版公
司北京公司“电影学院”书系的诞生。
一转眼，近一年的时间已然过去，“电影学院”也在有条不紊的成长着。
从2007年11月出版的由焦雄屏女士翻译并推荐的《认识电影》，到现在这部由奥斯卡最佳导演李安推
荐的《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电影学院”书系已经出到了三部，再加上翻译进程已过大半的《
如何写影评》(暂定名)(AShoaGuidetoWritingAboutFilm)，以及正在进行选题甄别的几部电影史、编剧
及摄影教程，“电影学院”书系已是初具雏形。
回望一年的成长历程，其间虽不乏波折，但收获的喜悦却是实实在在的。
“电影学院”书系目前为止推出的三部作品均出自台湾译者之手，但海峡两岸语言表述习惯上的差异
却要求我们必须把译文调整到能令简体版读者顺畅阅读，而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斟酌、抉择、割舍
、创意和惊喜的过程，而对术语、专有名词(人名、电影名和机构名)的重新统一更是一个梳理旧知、
获取新知的过程，同时，遵循对读者负责、严格尊重原著的原则，我们尽最大的能力对原译文中的一
些错误之处进行了修改。
在此过程中油然而生出一股对电影的无限热爱，和对图书的由衷赞叹。
而这几部书也没有令我们失望，《拍电影》在没有作任何营销的情况下销量一直稳步上升，并被许多
专业院校选用为教材；而《认识电影》更是受到专业内外读者的好评，并在《城市画报》举办的2007
“荒岛图书馆”少数派阅读报告评选的十大电影书中荣登榜首！
而这部由李安推荐的《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更是未版先热，整个编辑过程中频频接到全国大专院
校电影学、影视编导专业师生和电影发烧友的来电来函，关注本书的出版日期。
从这个意义上讲，《电影艺术》的出版堪称众望所归。
提到本书，人们首先想到的总是有奥斯卡龙袍加身的华人的骄傲李安，实际上波德维尔夫妇和他们的
这部《电影艺术》在美国相关领域所享有的声誉是无可比拟的。
AngICc的那句“大卫．波德维尔我是很熟的，他写的书，去读，没错！
”实在只是锦上添花，而非画龙点睛。
大卫．波德维尔(DavidBordwell)是美国一位重要的电影理论家，认知电影理论(Cognitivefilmtheory‘)的
创始人。
波德维尔是一位多产的学者，他在“作者”研究(小津安二郎、爱森斯坦、卡尔。
德莱叶)、香港电影研究、电影风格史和叙事理论方面的成果广受赞誉。
此外他也被认为是近几十年来影响颇大的“新形式主义”(NeofolrnMism：)学派的一员，但实际上他
的夫人克里斯汀．汤普森(Kfstin．thompson)更有资格被赋予该学派“干将”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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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本书在美国出版时，对评论界和学术界个震撼。
它摆脱了长久电影理论的僵硬观念，准确地从形式主义出发，深入浅出注释电影的完整概念。
它使阅读理论成为乐趣，使学生进入电影领域有所凭藉。
——焦雄屏，台北金马影展主席，华语世界著名电影人本书以形式与风格的专题昭彰，其实是一本系
统的电影概论，全书内容涵盖宽泛，从原始的制作到高端的学术皆有描述。
作者以意意义传达、视听风格、历史传统的不同维度分章断节，对电影的构成素材时行多角度解析，
并凭借丰厚的专业素养实例举证，施予细腻而感性的鉴赏⋯⋯一册在手，有关电影的林林总总了然于
胸。
——杨远婴，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主任很少有电影著述像这本书一样如此简洁明了，却又系统严谨
地介绍电影艺术全部内容。
不同层次的读者都可以从本书中受益。
——王宜文，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传媒系主任这是我个人电影求学过程中最具影响力的一本书。
这本书在美国近年为已经成为各影剧学校最热门的教科书，也是一本见解犀利、有观点的电影入门好
书⋯⋯——周旭微，资深影人这本书最大功能是指引了我们如何思考电影。
好的影片往往启发观众的思想，好的电影书则可以帮助热爱电影的人来思考电影的种种。
——林良忠，著名摄影师，代表作《饮食男女》《推手》等虽然全书旨在讨论电影，但是其中的观念
却能启发所有从事影像工作（电视、广告〕MTV）的朋友，帮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影像媒体。
——王玮，广告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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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插图第8版)》是国际电影学界标尺性著作，也适用于除了观影之外没有任何
电影专业知识的读者。
喜欢看电影的人可以与它对话并交换意见；学电影的人不妨把它当做一位良师，不断地汲取知识与经
验；已经拍电影的人列不妨把它当成一株老宝树，不断地反省与自问。
被译成法中希日匈西韩士意波斯捷等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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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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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