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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走镜中：电影文本的细读》是一部七零后学人的论文集。
从这集子中，看到了后生可畏和来者孔嘉。
而在这集子后面，看到了年轻学人承袭下来的旧的苦闷和新时代给他们创造的新的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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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镇，笔名小镇、雷震子。
1973年4月出生，上海人，1994年参加工作。
2001年考入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学专业，师从吴迪（启之），2004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
。
曾任《当代电影》杂志社编辑，现供职于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研究室，研究方向为中国电影史
、现当代电影人物研究；旁涉动画史与理论，并有外国电影理论的译作问世。
曾在多部纪录片中担任撰稿和艺术指导，获得过省级鲁迅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
2004年参与策划“时光网”。
2007－2011年参与国家项目“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的第一期工程，为主要组织、策划者之一。
主编《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丛书·学人卷：银海浮槎》（50万字），已由民族出版社2011年出版发行
。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行走镜中>>

书籍目录

序一 序二 自序 电影批评 《勋业千秋》残本细读 《迎春花》——满洲伪国之密语 一朵芙蓉著风雨——
谢晋影片《芙蓉镇》与中国人“身体”的觉醒 沉重的翅膀——谢飞影片《我们的田野》读解 人物研
究 光阴为证——百岁影人王为一的电影人生 张一白的浪漫美学 丰富的痛感——高群书电影的现实意
义 尹力电影的叙事维度、影音策略及文化立场 镜中的行者——郑大圣和他的电视电影 她就是吕蓓卡
——张菁电视电影研究 类型·现象 当历史被消费——国产革命史诗巨片的“类型”之惑 贺岁片与转
型期的大众生活 中国动画60年“观念系统”浅议 灰太狼的秘密——儿童卡通片中的狼以及它所代表的
成人世界 1950—1954年《长城画报》办刊策略初探 诗尽人间味纸上意无穷——孙瑜《大路》手稿细读 
电影院与中国城市生活 口述历史 与电影史对话 口述历史本体属性初探 记忆无价——《中国电影人口
述历史·学人卷：银海浮槎》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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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达了作者因为信仰缺失导致对人生的幻灭心态，而这并非个案，此文在当时得到了
许多青年读者的共鸣；当然，这与以往不同的言辞和语调同时也受到了很多非议，由此引发了一场全
社会关注的人生观大讨论。
 影片的目的很像是对这个现实提问的回应，谢飞也确实提到过《我们的田野》中一段重要的台词就取
自那次讨论。
因此该片也可以看作是一部鼓舞、勉励、规劝新时代下的人们重塑理想、奋发图强的励志作品。
 情感 《我们的田野》虽然分为现实与记忆两条线索，但故事还是将更多的篇幅留给了主人公对“文
革”遭遇的叙述。
 影片没有对灾难进行直接地、血泪斑斑地控诉，而是从初始就确定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积极、甚至是
浪漫的基调。
作品中的华彩片段无不出现在下乡插队生活的记忆之中，而在“现实”部分，影像大都失去了浪漫色
彩，显得比较平淡。
对看过此片的人来说，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五个主人公在白桦林嬉戏的场面，它是全片最动人的影像，
也是整部影片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主人公希南对于“文革”插队的回忆，就从这里开始。
初到北大荒的青年们虽然对开荒点的条件感到不快，但是他们对白桦林的发现顿使失望烟消云散，是
什么使他们对生活充满热情，对美好的事物有着仿佛天生的敏感？
是青春。
青春总是与理想、希望等令人振奋的词汇联系在一起。
追忆青春，进而歌颂青春、歌颂理想是全片的基点。
贴有五个伙伴在白桦林合影的挂盘在故事后半段的多次出现并非只是一个推动剧情发展的小道具，从
照片中那些恣意散发着青春活力的年轻人脸上，看不到苦难、忧愁等任何消极的东西，这无疑是对青
春主题的反复咏叹。
 对于不少有过下乡插队经历的人来说，在下乡初期，都有过短暂的新鲜感，然后随之而来的便是难熬
的日子，不但有严酷的自然条件、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生活，而且有些人发现亲情、友谊的失去，有
些人遭遇精神的羞辱，很多人对未来失去信心，他们体会到自己宝贵的青春消耗得没有意义，学习、
事业没有希望，家庭、婚姻更无从谈起，人们的消极情绪逐渐显露；由于政治运动的漫长和“斗争”
的升级，悲剧时有发生。
《我们的田野》对于“文革”的回忆也基本遵循了这样一条线性轨迹。
但是无论在故事的篇幅上，还是在影像上，影片都在竭力张扬青春的美好，而明显压缩和克制着表现
苦难的部分。
情节往往在不幸即将发生的瞬间就出现浪漫化的转折。
在“打狗事件”中，知青与村民的矛盾激化为即将爆发械斗的时刻，冲突却意外地化解了，老猎人还
带着知青们一起回家吃狗肉，这个转折显得不太真实。
“迷路”这一段格外具有象征意义，初到北大荒的他们在连部学习完样板戏后返回营地的途中，由于
不熟悉荒野的地形迷路了，这种事情发生在北大荒是相当危险的，然而他们燃起篝火，深秋的寒意被
挡在火光之外，他们围坐在一起大谈理想、作诗、唱歌，场面充溢温馨和浪漫气息。
深夜，老连长发现了几乎要在睡梦中冻死的他们，把他们唤醒；于是年轻人们不得不挪动即将冻僵的
身体跑步取暖，没一会儿，他们第一次看到荒原的日出时，每个人都激动得欢呼雀跃。
这些年轻人身上的生命力不仅是青春的证明，也显示着理想的力量。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行走镜中>>

编辑推荐

《行走镜中:电影文本的细读》在研究方法上，跨越了多个学科，且想象力丰富，不拘泥于现成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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