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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伊文思是一位世界知名的纪录电影导演，属于开创纪录电影这一电影样式的早期先驱者之一。
1898年，伊文思生于荷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移居法国，1989卒于巴黎。
伊文思一生在世界各地拍摄纪录电影，有“飞翔的荷兰人”的美誉。
同时，也因为他的纪录片大多表现了无产阶级和第三世界人民反抗压迫和侵略的斗争及其生活，表现
了他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从而也使他成了纪录电影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
　　我之所以将伊文思作为我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因为伊文思同中国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他不单是开创新中国新闻纪录电影事业的功臣之一，他在中国拍摄的纪录片同时也成为最珍贵的有关
人民大众日常生活的资料。
这些日常的生活往往被史学家们所忽视，同时又随着时代的变迁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我留学欧洲的20世纪90年代，深感一般西方人很少对中国有什么兴趣，如果有，往往也只是出于好
奇，许多人还怀着那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使得作为中国人一员的我感到很不舒服。
而伊文思却是一个罕见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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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第一部关于伊文思研究的专著，作者不仅对伊文思一生的电影创作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阐
述，探讨了伊文思作为开创纪录电影这一样式的先驱者以及先锋电影派的领军人物对电影艺术的贡献
，而且尤其重点突出了自己对于《愚公移山》的理解。
伊文思这个被称为“飞翔的荷兰人”，一生都与中国结下了不解“情”缘。
他以电影《愚公移山》记录了那个年代中国的现实，在整个的拍摄过程中，伊文思始终忠于自己的感
受，并尽一切努力来保持拍摄的独立性。
本书资料详实，语言朴实简约，引领我们走近大师伊文思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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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聂欣如，男，1953年生。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在北京电影学院、德国科隆媒介艺术学院等学校学习，并获视听媒介硕士学位，现为电影学研究专
家。
曾参与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的编剧、导演、剪辑制作等工作，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
理论研究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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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雨》也是一部10分钟左右的短片，它是《桥》的姐妹篇。
拍摄这部影片的目的也同《桥》相似，是一部实验性的纪实影片。
在拍摄另一部非纪实影片《暗礁》的时候，伊文思受到了天气的干扰，位于欧洲西海岸的荷兰由于受
海洋性气候的影响潮湿而多雨，这给《暗礁》的拍摄带来了许多不便。
拍摄一部关于“下雨”的影片的想法便是在这个时候萌生的。
相对于《桥》来说，《雨》的拍摄更困难，也持续了更长的时间（拍摄时间为4个月）。
在一般的评论看来，这部影片所取得的成就要远远超过《桥》，是一部充满诗意的影片[14]。
一般的纪录电影史，也都给予了这部影片较高的评价：　　《雨》是一部迷人的小品，无可否认的，
这部电影也是个简单的习作，但这样的习作也只有伊文思这样的大师才能做得出来。
[15]　　我们通过雨中的镜头观赏到大城市的景物。
在画家兼纪录电影作者流派的影响下所拍摄的影片中，《雨》可谓是最完美的作品。
[16]　　这部由一连串优美的画面构成的影片表现了一场暴雨的各种富有造型美的景象，如落在洼地
积水上的雨珠，马路上的反光，湿雨伞的闪闪发光等等。
[17]　　《雨》在今天已属于世界电影艺术的经典作品，它成了许多国家电影学院教学和学生学习的
材料。
[18]　　在戏剧性的表现上，这部影片其实同《桥》如出一辙，伊文思对于这部影片的描述是这样的
：“影片开始时，灿烂的阳光照耀在屋舍上、运河上和街道的行人身上。
接着，掠过一阵轻风，最初的几滴雨点落在运河上，在水面上溅起了水花。
然后阵雨越下越大，人们在斗篷和雨伞的遮蔽下急急匆匆地料理自己的事。
雨停了。
最后几滴雨点落下，城市的生活恢复了正常。
”[19]　　这是一部在10分钟内描绘从下雨开始到下雨结束的影片。
很容易让人想起《桥》的开启和闭合。
相对《桥》来说，《雨》因为选取的对象是自然现象，所以一切都显得自然而然，既没有强烈的冲突
，也没有人为的戏剧性。
当然，伊文思没有刻意表现大雨成灾，或有人在雨中摔倒等戏剧性的事件，而是表现大雨来时人们的
习以为常和从容不迫，这也使影片显得优雅而脱俗。
支撑这部电影的几乎全都是一些生动的细节，从影片的开始直至影片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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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伊文思，这位“飞翔的荷兰人”，一生辗转于世界各地，以摄影机纪录了第三世界人民反抗压迫
和侵略的斗争和生活。
他从1938年拍摄《四万万人民》，到1970年代拍摄大型纪录片《愚公移山》，再到1988年完成《风的
故事》，伊文思与中国的交往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因此，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著者聂欣如以独到的眼光和综合的观察力，既论述拉伊文思的早期影片以及美学思想，也重点阐述了
纪录片《愚公移山》。
本书以详实的资料和精到的论述，引领我们走进大师伊文思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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