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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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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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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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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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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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读电影：百年奥斯卡最佳电影品鉴（1929－19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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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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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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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铁翼雄风》：“故事讲得好，空战有看头”的默片 《百老汇的旋律》：歌舞新颖，爱情温馨 《西
线无战事》：恐怖战争摧残人性 《壮志千秋》：气势恢弘的早期西部片 《大饭店》：人生逆旅中的
悲喜剧 《乱世春秋》：圣保罗教堂的十字光芒依然熠熠生辉 《一夜风流》：乖僻喜剧的典范 《叛舰
喋血记》：怒海征帆 《歌舞大王齐格飞》：百老汇与好莱坞的完美结合 《左拉传》：为正义、真理
而斗争 《浮生若梦》：互相温暖，追求陕乐 《乱世佳人》：19世纪美国的新女性 《蝴蝶梦》：虽逝
犹在的吕蓓卡 《青山翠谷》：规范化形式与内在式焦点叙事 《忠勇之家》：“大后方”的“米尼佛
夫人” 《卡萨布兰卡》：摩洛哥北部城市的爱情传奇 《与我同行》：战后重建时期的好莱坞寄语 《
失去的周末》：关爱酗酒者 《黄金时代》：一场美国人的集体回归之旅 《君子协定》：“我当了六
个月的犹太人” 《王子复仇记》：“疯狂”与“延宕” 《当代奸雄》：政客的崛起与覆灭 《彗星美
人》：好莱坞的自我审视 《一个美国人在巴黎》：浪漫歌舞，视听盛宴 《戏王之王》：压倒电视气
势的超级大制作 《乱世忠魂》：有声有色的墓志铭 《码头风云》：反思“麦卡锡主义”的政治诗篇 
《马蒂》：平凡人物的爱情故事 《八十日环游世界》：以大取胜的豪华巨制 《桂河大桥》：文明的
较量 《金粉世界》：可以粉饰的歌舞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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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页：   插图：   战斗结束，杰克回到军营，看到施维亚的照片及她向戴维吐露爱意的信，更增内疚
之感。
他回乡向戴维的父母请罪，得到了谅解。
杰克重逢玛丽，向她坦承在巴黎时曾与一不知名女子在一起，玛丽知道那个人就是自己，乃含笑表示
一切已过去。
经历了种种波折，杰克与玛丽终于找到了爱情。
 在奥斯卡金像奖的历史上，《翼》是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获得最佳影片的默片，其成就可以归结为“
故事讲得好，空战有看头”，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首先表现了美国式的英雄主义。
影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西方青年对于刚刚过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记忆和浪漫与热情，节奏明快，洋
溢着昂扬向上的乐观主义情调。
对于战争，他们不恐惧、不惊慌，而是满怀着憧憬和兴奋积极参军。
在训练中一丝不苟，坚决地服从命令，表现的是一种同仇敌忾的精神和勇气，而且音乐也充满着昂扬
向上的进行曲节奏。
影片有意营造无处不在的喜剧噱头来表现人们的乐观情绪：征兵时，有一个士兵在胳膊上文了美国国
旗，在遇到麻烦时一向人展示，就能赢得别人的钦佩或特殊招待；训练时，士兵被装进翻斗里摇转后
在地上踉踉跄跄不辨东西，最后很夸张地一头栽进救护车中；在做俯卧撑时鲍威尔的脚总压到后面士
兵的帽子，急得帽子的主人很是无奈；而训练士兵的拳击场面也充满着卓别林式的喜剧感，训练的情
节剪辑紧凑，甚至用了高速剪辑，使动作幅度加快，而杰克和戴维这对战友和情敌间的拳击格斗因为
激烈而被士兵围观，最终相拥和好，众人欢呼，这使影片具有一种卡通游戏般的喜剧感；战争中，玛
丽参加了服务队，在开车的途中撞倒了一个士兵，士兵一看是个美女，就躺下装做受伤，当玛丽扶起
他时，长官一声令喝，士兵当即爬起归队，明白过来的玛丽哈哈大笑；甚至军队休息时就有热闹的音
乐歌舞表演。
这种表现手法与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电影极为相同。
 其次，用四角恋故事来构成叙事主线，用小道具、巧合、误会等赋予本片传奇性和喜剧性。
本片与其说是战争片，毋宁说是爱情片，在某种程度上，战争可以说是爱情故事的背景。
四个青年微妙的四角关系，在通俗剧中很常见。
影片矛盾冲突流畅自然，轻松幽默，虽小有牵强但无滥情之弊。
影片还用一些小道具，如玩具熊、照片等来串联人物，构成情节。
这些小道具是人物情感的依托，能很好地弥补默片不能用语言传达情感的遗憾。
如施维亚的戏份很少，但装有施维亚照片的小照片盒延续了她对两位男主角的影响力，因而发挥了关
键性的戏剧功能。
影片也用误会、巧合等戏剧常用的手法来构成故事情节。
如杰克报名参军，来向施维亚索要照片带在身边，恰巧施维亚准备了一张照片要给戴维，杰克以为是
给他的，激动地拿到手里，这时戴维进来，以为施维亚移情别恋，施维亚只好不断解释，最终得到了
戴维的谅解。
再如玛丽偶然在街上知道杰克的消息，马上到夜总会找寻杰克，却看到他和别的女人搂搂抱抱，甚至
醉得压根儿不认得她。
玛丽含泪扶着杰克回到军营休息，然后自己换衣服离去，不料却被突然推门进来发召集令的军官误会
两人有染，愤然将玛丽解除军人身份，让她抱憾回到故乡。
作战前，戴维准备说出施维亚其实深爱自己而不爱杰克的真相，不料杰克先发制人表示他深爱施维亚
。
混乱中，杰克随身携带的小照片盒掉到地上，跌出施维亚的照片，照片背后有施维亚写给戴维的题字
。
戴维急忙把照片捡起，要代杰克把照片放回照片盒中，但杰克坚持要自己亲手把照片放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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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不想让杰克看到题字，干脆把照片撕掉，令杰克以为他不够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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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读电影:百年奥斯卡最佳电影品鉴(1929-1959)》介绍了数十部近百年来奥斯卡最佳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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