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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撰写本书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韩国电影回顾我们过去的生活，审视现在和将来；二是为了挖掘韩国
电影人物的内心世界。
当然，不是单纯无味填鸭式的空泛介绍，而是要走进电影世界之中，到达了历史层面之后，再从电影
中走出来，重新回到现实社会中展开论述。
如果本书的这种创作意图能够实现的话，多少会给读者提供一些方便，帮助读者理解韩国人怎样制造
电影，又怎样接受电影。
虽然本书涉及了自1945年解放之后到最近上映的韩国电影内容，但本书不以韩国所有的电影作为论述
对象，所写的电影仅仅是随着写作意图而连接编排的。
因为本书属于通过电影理解韩国社会文化史的系列书籍之一。
我希望读者能够阅读这本书，进而了解韩国电影内涵中的那种隐秘的快乐情趣和被强迫的无奈情感。
拙作《韩国电影历史讲义》编辑出版已经过了十年时间，而这部书的下册至今未能问世。
究其缘由是因为写书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而当时没有充足的时间，后来有时间了，又失去了写作欲
望。
虽然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我想说本书就是《韩国电影历史讲义》的续篇。
如果一定要将《韩国电影历史讲义》分类的话，那是以弓克思主义美学和历史观为理论基础而写作完
成的。
因此，本书选用了到20世纪90年代为止的部分电影的内容，但是在某些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时期拍摄的电影胶片未被保存下来，所以不能够观看和了解当时韩国电影的内
容。
这就构成了本书存在的某种局限性。
另外，笔者本身的认识也有局限性。
如我曾经认为编写电影通史是出于民众的需要或权力阶层的长官意志所为。
现在，打开这本《追寻快乐——战后韩国电影与社会文化》，不得不再一次自问是否已经超越了这种
局限？
我想请聪明睿智的读者来回答这一问题。
撰写本书使用了四个概念，即“快乐，近代，强迫，女人”。
之所以首先使用“近代”这个词，是因为想通过电影使人们反思那种令人头昏目眩，瞬间巨变的韩国
“近代”社会状况。
本书目录中使用“快乐”这个概念，并不是指那种向往喜悦的人性本能，而是一种隐喻的概念，意指
为了默默熬过或消极回避充满肮脏和痛苦的、被人强制的漫漫近代岁月，而产生的一种生存方式或方
法。
与此相反，“强迫”的概念内涵不包含“倭乱的叙述”内容，而是人们面对现实，受到种种社会压抑
后产生的逆反心理状态，是这种心态的直接表达方式。
最后说到“女人”一词，这个概念与前面提到的“快乐”是不同层次上的快乐表现。
电影本身是媒体形式之一，所以具有娱乐性质，这一点不容忽视。
如果说欣赏电影是一种追求快乐的隐秘行为的话，韩国电影中出场的女性人物形象，她们那些离奇的
欲望和永填不满的欲壑，在电影中给予了满足（或释放）。
所以，本书目录中使用了“女人”一词并无丝毫蔑视妇女的意思，那只是一个泛指意义形态的词汇而
已。
坦白地说，最终决定使用这四个概念，其中也有我本人作为男性中一员的局限性。
需要补充说明一点，韩国电影内容情节几乎都是以男性的视野而展开的，所以本书的这种提法反而更
适合韩国电影的特色。
尽管如此，本书也不过是以横断面去剖析韩国电影或韩国社会的一种视角。
如果将这种视角的意义诠释为一种纹理的话，便可以成为某种“话题的素材”。
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会成为一堆无用的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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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希望本书能够成为一个有价值的“话题素材”，同时希望有更多的人谱写新篇，创造新的“话题
素材”。
前人未走过的路总是充满着令人痴迷的诱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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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追寻快乐：战后韩国电影与社会文化》作者李孝仁是韩国著名的电影评论家、电影学者，他以
“快乐”、“近代”、“强迫”、“女人”四个概念，通过1945年至本世纪初的180多部韩国电影，带
我们走进韩国的近现代社会生活之中，了解这个国家的电影人和民众如何借由电影“寻欢作乐”，在
黑暗中排遣心中的郁闷，默默熬过那段“充满肮脏和痛苦的、被人强制的漫漫近代岁月”。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追寻快乐>>

作者简介

作者：(韩国)李孝仁 译者：张敏李孝仁,国庆熙大学戏剧电影学系教授。
曾任韩国文化观光部电影资料院院长。
电影评论家，在《韩民族》报刊发表过多篇电影评论；电影学博士，毕业于韩国中央大学，博士论文
题目为《朝鲜领袖形象电影创作研究》。
著作有《韩国电影史讲义1》、《韩国电影导演十三人》、《电影美学与批评人门》、《金绮泳的婢
女们揭竿而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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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  快乐  1  残害的愉悦    被扭曲的欲望时代    可怜的女人与纯洁的爰情故事    “窝囊废”们的函授
敦本    男人们需要安抚吗？
  2  前近代的快乐观与近代乐趣    粗俗的情节和灰暗的时代形象    对纯粹爱情的群体渴望    年轻人向往
的快乐观    剽窃欲望    贫困青年欲望的挫折    徘徊于快乐与罪恶之间    “极端快乐”的替代满足感  3  
社会欲望与性欲望的分化    缺乏叛逆精神的影片    爱情与欲情之争    社会欲望与性欲情感的紊乱    大男
子主义社会的悲喜剧    批判与娱乐的二律背反    征服与屈服  4  富裕与暴力享乐的消极快乐    “追求个
人安逸幸福”的时代    拉开个人主义幸福的闸门    嘲弄社会价值的喜剧片    纠偏与说谎的快乐    自我毁
灭与同归于尽的暴力篇    铤而走险的违法快感    想象空间中的无限快乐    计划时代中无计划爱情的快
乐    自我陶醉的快乐第二部  近代  1  被驱赶到近代的男人们    “前途未卜”的时代    失落的男人与受罚
的女人    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近代    塑造男性家长形象的影片    被国家民族主义淹没的男人们    批判与嘲
讽  2  前近代与近代的冲突    求新与竞争的时代    行为与观念的二律背反    近代人的疯狂形象    脱贫颂
歌“常青树”    逆来顺受的形象    顽固不化的父亲    新旧两代人之间的代沟    哭笑不得的喜剧片    不痛
不痒的讽刺效果  3  20世纪80年代的近代风景误区    高压与反抗的时代    被迫无奈的“成功愿望”    描
写社会分化的导演与电影    分裂时代的现实主义的情结    现实的局限与夸张的揶揄    对知识分子局限
性的批判    伸张民众意志  4  现代与后现代的交错    征服与融和的时代    真品和赝本不分的世界    充满
曲折感的世界观    “你们也没有希望”    自我没落的后现代主义    绝妙的世纪交接第三部  强迫  1  强迫
时代的记忆    强迫的时代    制作抗日电影的亲日派导演    抗日电影的“经典”    强迫恐惧症的情感转移
疗法  2  被迫展开的战争    国家主义与反共时代    战争强迫恐惧症的蔓延    战争与意识形态的疲软    50
年未愈的战争创伤  3  战争后遗症与自恋情结    伤痕累累的20世纪80年代    战争带来的一大悲剧    重逢
的恐惧感    个人的小历史空间第四部  女人  1  韩国电影中的女性    充满欲望的时代    家长制和一夫一妻
制的危机    婚姻的新方法论    已婚女子的婚外恋    情欲燃烧的“夫人”们    大韩民国的“男人乐园”  2 
金绮泳导演打造的女明星    混合二重唱的时代    寻欢作乐的玩偶    欲望缠身的痛苦    被惩罚的“婢女们
”    乌合之众的素描  3  女人电影与女性电影    沉溺于个人主义的文化时代    华丽的女性主义电影    追
求妇女解放的电影    “怪异”女子电影    不露声色的隐秘交流  4  英子与野蛮女友    减肥时代    “英子
”的名声    “英子”全盛期    21世纪的亮丽“英子”附录  韩国电影近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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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追求个人安逸幸福”的时代艺术原本就是用夸张、虚构、表现虚伪邪恶手法的外皮包装起来的。
不！
倒不如这么说更好：艺术将人们激昂的情感表现出来，为人们思想交流铺设一条道路，然后再往那平
坦的道路上撒几把碎渣子。
1960年，韩国电影代表作有俞贤穆的《误发弹》（1961）、金洙容的《雾》、金绮泳的《下女》、李
星究的《将军的胡须》（1968）等，这些影片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但并没有解决导演们彻
底反思而产生的诸多苦恼。
导演们开拓出一条展开新意识交流的大道，然后对这条道路提出置疑。
20世纪70年代上映的许多韩国电影都与60年代的影片不同。
70年代的电影没有准备与观众进行沟通或反映现实的苦恼。
许多电影以李舜臣将军的形象为荣，或者描写些越南战争的英雄事迹，述说迎来美好生活的新村运动
，还有一些落伍的恋爱片，这些电影绝不是夸张和虚构的，也不是只表现虚伪邪恶的内容，而仅仅是
叙述了“虚伪的本来面貌”而已。
进一步说，在70年代以后出台的一系列电影的延长发展线上，又出现了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影片，那
就是李长镐的电影《风吹好日子》（1980），它是一部反映80年代社会状况的影片。
除了这一部之外，其他大部分电影都在胡说八道，一些电影为了制造淫秽的性感画面，假模假样地批
判当代 性风俗；另一些电影虚情假意地安抚年轻人的苦闷，实际上却是在花言巧语地附会。
我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有意贬低60年代或80年代社会性电影，也不是为了比较70"c年代和80年代电
影的虚假性程度，而是为了说明那时韩国电影既没有去追求所应该追求的目标，也没有继续陶醉于制
造虚伪假象。
90年代以后开始专心致志地追求“动物式”的电影快乐效果，须知这种专心致志的态度是为了追求纯
粹快乐，或是发自想要冲破政冶和社会观念的迫切愿望。
进入90年代以后，人们在表面上已经改变了旧有的观念。
大家住进公寓毕享受，开着私人小轿车满街逛，也不是什么难办的事了。
但是90年代，韩国人最大的变化是个人欲望随着社会发展而增长起来。
当然，一般人大都是按照个人的要求或者欲望去行事的，但多以隐秘的方式进行。
从大众开始，将反社会要求的个人欲望公开表现出来，那是90年代以后发生的事。
这种倾向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如前所介绍的《以身相许》影片中那种无政府主义的、后现代丰义的情
况；另一种情况是大胆“追求个人安逸和幸福的倾向”。
所谓近代精神指科学主义、合理义、以人为中心的思考办式（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等。
所谓遵循现代精神就是将那些由于与近代脉搏共鸣而感到呼吸困难的状况，对一些破坏性发展感到不
安的情绪，以批判眼光看待世界，精神不断浓缩的过程，大胆“追求个人安逸和幸福的倾向”，这些
都是近代个人主义趋向和与之相类同的现象，但不是本质的东西。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只有表明这种现象与其他近代精神，如合理主义趋于均衡一一致的时候，才能被确定为近代主义
的因素。
特别是韩国以美国为模式发展近代化，一直在追随近代精神的一面，即科学主义、合理主义、以人为
中心的思考方式。
但实际上支配韩国社会的不仅是这些，在朝鲜后期定位的儒教习惯，就像拧麻花一样将社会缠绕成一
种特别的扭曲形态。
西方的近代和韩国的前近代混合在一起，所以在韩国社会中“追求个人安逸和幸福的倾向”就像是一
种禁忌一样（正如最近林知贤所指出的那样，“一般国家社会主义”看似像是后现代主义的立场，而
实际上“韩国特殊的被扭曲的近代”是需要克服的课题）。
。
90年代的韩国电影主要描写了被歪曲的韩国近代化特征，其中之一就是大胆“追求个人安逸和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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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
这一举动与代表韩国前近代传统的儒教思维方式、大义名分思想、男女有别，或者男尊女卑、清贫主
义等背道而驰，不仅如此，连近代合理主义都被否定掉，完全陷入到步步后退的享乐主义圈子中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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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电影、电视、流行音乐、饮食等为代表的韩国大众文化首先在亚洲地区形成了
汹涌的“韩流”，继而吹袭全球，至今不息。
但是，目下我们看到的大多是俊男靓女、锦衣美食，却未必知道韩国近现代的历史曾经动荡、曲折、
悲情，而战后的电影见证了它的坎坷，反映了它的巨变。
《追寻快乐:战后韩国电影与社会文化》作者通过电影剖析和反思战后韩国的社会变迁及政治因素，概
括而发人深省；让读者认识和了解韩国电影的同时，也上了一节有意思的韩国近现代历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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