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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光影世界再现历史记忆的深度审视。

正如《光影之隙：电影工作坊2010》的作者戴锦华所言：“再现的政治不仅联系着历史与记忆，但21
世纪之初，它却的确成为再现政治中极为突出的命题。
于今日中国，历史与记忆的命题不仅关乎过去，而且联系着当下，指涉着未来。
”
接续上一年《光影之隙》的追求，年书仍深怀全球视野，既关注新新人类送别《哈利·波特》的“稚
嫩的沧桑感”，更把目光锁定在“夹边沟”“
光尘之忆”等历史记忆的表述及其对遗忘的抵抗之上；既关注小成本制作的突围之举，也关注新技术
手段带来的冲击和无限可能性。
一起来翻阅《光影之隙：电影工作坊2010》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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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锦华，北京人。
曾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
现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教授。
曾在美国、欧洲，日本，中国香港、台湾等数十所大学任客座教授。
从事电影史论、女性文学及大众文化领域的研究。
著有《浮出历史地表——现代中国妇女文学研究》，《电影理论与批评手册》，《镜与世俗神话——
影片精读十八例》，《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涉
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电影批评》，Cinema
and Desire：A Feminist Maxism and Cultral Politics in Dai Jinhua's
works等专著10余卷。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光影之忆>>

书籍目录

2011年度电影访谈
羊皮纸上的光痕
历史·记忆与再现的政治
《钢的琴》：记忆与生产
《夹边沟》：历史与“事实”表达的困境
《金陵十三钗》：谁的“金陵”？

《秋之白华》：多余的人如何归来
小片的色栅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碧罗雪山》与不可见的人们
《额吉》：“大爱”有疆
《永生羊》：羊的边缘书写与风情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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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地战》：历史叙事与民族想象
《向着炮火》《小莲池》：重写历史的角度
《奇迹》：所谓“绊”
欧美之风
《哈利·波特》·十年：戴锦华讲演实录
《哈利波特》大事记
动作空间作为意识形态景观：《碟中谍4》的随笔
另一个世界：科利奥兰纳斯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捍卫死者的安全”：《光尘之忆》的记忆与身体
《大地惊雷》：孤女复仇记，或，在蓝色星空下
沉默是金：从《艺术家》透视好莱坞经典叙事
理论武库
电影与经验
迈向一种新的数字美学
驻步瞩目
当冲绳电影映入中国的视线
年度碟报
2011电影大事记
编后记
本书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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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滕：谈及2011年的中国电影，恐怕我们还是要先提及一连串“眩目”的数字。
    据电影局公布的数字，全年电影票房收入131亿。
从观影条件讲，日增银幕8，3块，全年新增银幕3030块，90%的影院有数字电影放映条件，从产量上
讲，全年生产791部，其中故事片558部，动画片24部，数字电影102部，从观影人次讲，全年城市影院
观影人次3，7亿，还不包括二、三线城市和农村。
您以前也曾说过，谈电影通常是以数字开头的，这些数字好像确实表明，中国已是某种意义上的电影
大国。
但这些数字背后其实有很多重要的问题没有被凸现出来。
比如说131亿，同比增长28，93%l但是和前年649自的增速相比，明显下滑。
    第二个问题，国产影片数量占优，但是票房仅占全年票房总额的53%，同进口影片几乎平分天下。
而且国内票房的前3名全部都是进口影片，《变形金刚3》《功夫熊猫2》《加勒比海盗4》总共吸金20
亿，而中国电影海外发行的52部影片也不过收入这个数。
35部票房过亿的影片当中，国产影片虽占20部，但大多是有票房无口碑的“烂片”。
    第三，银幕数增加但观影人次未相应增加，增幅不足28%。
与中国相比，2011年法国的观影人次达到了45年来最高的2，16亿，而且票房前3名都是法国本土影片
，是最近几年来第一次击退好莱坞大片。
2011年美国本土的观影人次降到16年来最低，好莱坞内销转出口的战略非常明确，在这样的情势下，
法国电影能够在其国内赢得票房胜利，这一点非常不容易。
我们呢，大银幕不断增加，但似乎都是为好莱坞“视听盛宴”服务的。
    第四，当电影人沉醉于电影大国的跨越式发展的瞩目成就时，实际上。
中国电影”早已淡出世界影坛的焦点。
像您观察到的，近几年国际电影节还是以第三世界电影为热点，但中国电影并没有提供比较新鲜的文
本。
    一方面是票房高速增长，我们已经是连续9年增长，5年间增长了4倍，如此迅猛的势头，不由得人不
乐观。
业界预测说如果保持每年20%到30%的增速，不出10年就有望达到100亿美元的市场，和美国现在的情
况相当。
虽然每年只有20%的电影是盈利的，但包括国有银行在内的众多金融资本涌人到电影的投资当中。
但另一方面，电影贸易逆差如此严重，作为整体的“中国电影”在国内市场与国际舞台式微。
您怎么看目前中国电影这种不均衡与矛盾的发展态势？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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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光影之隙：电影工作坊2010》出版以后，我们陆续接到一些反馈，鼓励、称许居多，但也不乏批评
的声音，其中最可使我们自己引为警示的，莫过于“学院里圈子式的评论”这一类了。
    这个批评在理，作为作者的我们也并非没有意识。
武库的单一，枪法的一致，说起电影的姿态以至语气，看起来大都出于同一路数，难免令读者生出单
调，疲惫之感。
所幸我们也还有几位别样路数的作者，他们各有自己的姿态和语气，有些是不甚相同的，有些则甚不
相同。
他们的参与并不固定，每一年都会有更替，而有的也不介意继续留在这个“圈子”里——只是它的形
状若因此而愈显固定，那也是我们避之不及也辩之不及的。
又所幸今年这一本所辑的文章，有一篇是我们从自由投稿中评审选出的，希望投稿信箱
（yearbookPku@163.com）未来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结识更多的爱电影之人，发掘更多的精彩文章。
    关于“圈子”，还很可以多说几句。
开人家的小箱子叫“偷窃”，谋朝篡位就可称是“革命”了——庄子的故事也好用在这里。
只是说国内难免麻烦，还是拿国外说事儿吧，反正我们的眼睛早已是习惯朝着外面看的。
    1980年代以来，欧美真正有创见的电影批评和理论几乎都来自电影学界之外，从卡维尔、德勒兹、
詹姆逊到齐泽克、朗西埃、巴迪欧皆是。
不过，无论这些人再怎么牛，奈何你根本“不是这里面的事儿”——大卫·波德维尔对齐泽克的嫌恶
，大概就属这种感觉的。
例外也有，冷战结束前后的劳拉·穆尔维就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转向，而且是明确受到詹姆逊影响的
，这在她的《恋物与好奇》中说得很清楚。
不过这又有多少人真正在意呢？
反正一篇“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已足使她名垂影史，不好好做她的女性主义一代宗师，闲来没事
地“转”什么“向”，穆尔维也真是有够自取其扰的典范了。
《恋物与好奇》的中译本也是我们这个“圈子”的合作，或许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还是让穆尔维留在1970年代吧，“后理论”的时代我们该追随波德维尔才是。
不过，像。
长镜头”这样以讹传讹、令巴赞佛头着粪的说法，平常用用倒也罢了，可把它堂而皇之地写进电影入
门教材（《电影艺术：风格与形式》）。
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比起我们每个人都会犯的常识性错误（我们在米歇尔·希翁、齐泽克、张真的著作中都能看到），
更亟待纠正的，难道不是常识本身的错误吗？
对于事实、经验的盲信，波德维尔算是这股潮流的先发者，我们追逐其后也有不短的一段时间了。
在一个股票跳水决定活人跳楼的时代，不知所谓地执著于“可见”，真是一种奇怪的恋物癖。
从巴拉兹·贝拉到斯坦利·卡维尔，对电影的关注始终没有走出现象学的世纪，如果表象真能锁定本
质，我们也就不必像跳踢踏舞那样狂蹈着脚下滚滚流沙般的不确定性了；直到詹姆逊的《可见的签名
》。
“可见”之于“不可见”的辨证才得以被发覆，货币哲学对现象学的釜底抽薪才得以被揭示。
    什么时候，电影理论与批评中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变得“可见”，这才是一个值得去追逐的问题
。
当然也并不一定非此不可，齐泽克所阐发的希区柯克影片中“实在界”与现实的对抗、希翁所说的幽
灵式的声音对画面（“可见”）的袭扰，难道不都是现象学的激进化本身带来的电影理解吗？
抛开其他的不谈，真正造成“理论”（Theory）衰微的恰恰是电影研究的学科化、机构化，而波德维
尔的学术本身就完全是这一趋势的产物—这样一种悖谬的情形他自己不自知吗？
人文学科里任何一门学问要是过于“规范”了，都免不了变成死水一潭，“理论”是如此，“认知主
义伍的”何尝不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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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何况成其为潮流而追随者众！
    好在我们现在用不着只追着波德维尔不放了，现在有米里娅姆·汉森接替他。
我们这本年书也生怕落伍地纪念了一把，可见也不能免俗。
不过，《电影与经验》的论述对象也是汉森借以为她的理论资源的几位德国思想巨匠，没有一个算是
电影专业的。
其实这一情形在所谓的古典理论时期更为明显，因为那时也的确没有形成“电影学界”，圈子无论大
小，都是不存在的。
继本雅明之后，克拉考尔成为近二三十年来欧美学界的理论时髦，汉森他们于此有很大功劳。
我们恐怕也会循迹跟进追逐着，一个预期中的“克拉考尔热”又是可以想见的。
不过，有谁会去真正关心，早期克拉考尔的时髦只是“20年代，全面回忆”的一个组成部分呢？
谁会去真正辨析，为什么在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最新接受中，现象学的遗产被有意无意地放大，而马克
思主义却被悄无声息地退还了呢？
    某些不可见的，或许就仍只有被淹没在它的不可见中的命运罢。
    如果说，年书作者群的主体，是聚拢在文化研究的大方向上的，那么，我们也应该大方地承认，文
化研究（文化转向）自身的脉络中也存在着另一种现象学的激进化（这在克拉考尔的早期作品中表现
得就很突出）。
它的批评效果是有它自身的局限性的，陷入某种僵化的定式思维就更会是如此。
好在，新鲜的东西也还是有的，而且很值得瞩目。
等待你的慧眼识珠。
    孙柏    2012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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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戴锦华主编的《光影之隙：电影工作坊2010》出版以后，我们陆续接到一些反馈，鼓励、称许居多，
但也不乏批评的声音，其中最可使我们自己引为警示的，莫过于“学院里圈子式的评论”这一类了。
    这个批评在理，作为作者的我们也并非没有意识。
武库的单一，枪法的一致，说起电影的姿态以至语气，看起来大都出于同一路数，难免令读者生出单
调，疲惫之感。
所幸我们也还有几位别样路数的作者，他们各有自己的姿态和语气，有些是不甚相同的，有些则甚不
相同。
他们的参与并不固定，每一年都会有更替，而有的也不介意继续留在这个“圈子”里——只是它的形
状若因此而愈显固定，那也是我们避之不及也辩之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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