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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国内迄今为止最全面的介绍世界女性导演的著作。
它既关注那些功成名就的艺术大师，也关注最新升起的新星。
既关注各类前卫的激进的女权主义导演，也关注温和的女性主义导演。
既关注第一世界的女性的创作，也尽量多注目第三世界女性的影像贡献。
既以艺术故事片导演为主导，也涉及了纪录片、前卫艺术，甚至介绍了少量好莱坞主流商业电影的女
导演——在那个男人和金钱占绝对优势的梦工厂，女人能侧身其中也属不易。
　　全书涉及的导演以正剧导演和实验电影导演为主，但也有少量的喜剧导演。
全书共收录了自电影诞生以来世界上出现的最有代表性的71位女导演，来自五大洲、29个国家，在民
族、宗教、文化上都极具代表性。
除了对这些卓越的女导演的生平和作品的介绍外，我们还列出了该导演迄今的所有影片目录，以供备
查和进一步研究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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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梅尔·柴特琳：北欧影坛的一只怪鸟　　　　梅尔·柴特琳的导演生涯始于对表演的厌倦。
她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皇家戏剧影院受到良好的教育，1941年初次登台演出。
此后，柴特琳参演了诸如英格玛·伯格曼、阿尔夫·斯约伯格等著名导演拍摄的一些影片。
她认为自己最成功的表演作品是《折磨》(Torment)，由伯格曼编剧，斯约伯格执导。
在片中，她饰演一个受虐待狂老师折磨的少女。
1946年，柴特琳来到英格兰剧院工作。
参演了契诃夫、易卜生等的戏剧以及一些英国电影。
在结束了与丹尼·凯合作的好莱坞影片《撞到树上》(Knock on Wood)以后，她毅然拒绝了好几份合同
，回到祖国。
　　20世纪60年代，柴特琳与丈夫大卫·休一起合作了几部政治题材的纪录片。
柴特琳的电影用精湛的技巧和毫不妥协的诚实，将孤独和困惑的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
她说：“我强烈渴望做那些我所信仰的事情，我无法为金钱而工作，我只是无法强迫自己那样做。
”　　1960年，得到BBC的赞助。
柴特琳拍摄了一部关于瑞典人移民到拉普兰的电影。
她接下来的三部电影，《小埃及的众神》(Lords of Little Egypt)描写柬埔寨人的故事；《繁荣的民族
》(The Prosperity，Race)表现瑞典的富足，在斯德哥尔摩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自助民主》(The
　Do-It-Yourself Democracy)对冰岛社会和政府发表评论。
她第一部独立的电影是一部15分钟的反战片《战争游戏》，描写两个男孩子为了一把玩具枪而扭打在
一起的场景。
　　柴特琳的第一部长片，是根据瑞典女作家阿格尼斯的七卷本小说的第五本改编的《相敬如宾》。
她花了一年的时间完成剧本，甚至在草图中用墨点来代表摄像机。
影片中，三个孕妇在孩子出生的时刻分别回忆她们过往的生活。
评论家德瑞克认为柴特琳在《相敬如宾》中形成的电影理论和主题，在她后来的作品中几乎从未背离
。
她将精心设计的时间表和倒叙手法交织在一起，使用得得心应手。
影片往往在宴会和社会聚会的场景中达到情感上的高潮。
她的影片大多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结构紧密，喜欢使用黑与白的鲜明对比，融入少许的灰色。
而性爱场面是她的影片表现孤独和困惑所必需的。
　　1966年，柴特琳根据阿格尼斯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夜幕游戏》曾一度被威尼斯电影节拒之门
外，但最后还是获金狮奖提名。
许多评论家对其中所表现的的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思想深感恼火，而对其中充斥的大量呕吐、手淫
、分娩的镜头又深感震惊。
德瑞克·艾利认为这是柴特琳最孤独最灰暗也是最悲观的电影，是“夜幕游戏中传来的一声遥远的啼
哭”。
《夜幕游戏》之后，柴特琳执导影片《格拉丝医生》，讲述一个年轻的外科医生不断纠缠一个牧师的
妻子，尽管后者对他的纠缠无动于衷。
他还是给牧师下了一种致命的药物。
　　在《女孩们》中，柴特琳又回到了强烈的女权主义。
与《相敬如宾》一样，这部影片也有三位女主角，三个女演员分别扮演古希腊戏剧家阿里斯托芬的喜
剧《吕西斯忒拉忒》中为了让男人们停止战争而拒绝与丈夫过性生活的妇女，通过她们各自的私生活
来反映观点。
有些评论家认为它过于自我放任，是希腊喜剧和肥皂剧的拼凑，象征运用得过于晦涩，时间结构混乱
难懂。
而另外的评论则欣赏影片独有的幽默和引人注目的想象力。
　　1971年，柴特琳导演了彩色纪录片《荷兰人文森特》，以文森特·凡·高为主人公，曾分别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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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英国的电视中播放。
大卫·沃尔帕曾邀请她拍摄1972年德国慕尼黑奥运会中的任意场景，她选择了一个举重场面，取名为
“最强者”(TheStrongest)。
70年代，柴特琳还出版了三本小说，开始在电影之外寻找新的出路。
当然，此时她继续拍摄纪录片，一部关于网球冠军史密斯，一部关于斯德哥尔摩，另一部关于婚姻习
俗。
　　到了80年代，柴特琳重新回到电影(包括电视)中来。
1982年，她和许多导演一起合作拍摄电视剧《搭便车的旅行者》。
次年，她又推出影片《洗刷者》，讲述两个女孩为了各自的原因逃出少年教育感化院后的故事。
1986年，她拍出代表性的作品《阿莫罗萨》，主人公正是阿格尼斯。
柴特琳的许多电影都是从这位被称为“瑞典文坛上的一只怪鸟”的女作家的作品改编而来的。
这位只活了四十六岁的作家生前饱受磨难，在那个扭曲、疯狂、充满堕落和欺骗的世界里，她丧失了
一切。
影片突出表现了男权的压制力量，这种力量同时也表现在阿格尼斯的丈夫身上。
在影片中这种表现不是简单化的：一方面，主人公婚后一直叫他“爸爸”，在其身上找到了某种父亲
式的认同。
另一方面，他又显然是淫荡、不道德乃至丑恶的，他放弃一切，“支持”阿格尼斯的写作，但又私自
在作品中加人大量淫秽的段落，使作家名声扫地；他怂恿她进一步与家庭决裂，将作家推入崩溃的深
渊。
柴特琳在导演过程中把自己的体验渗透到电影中，她承认自己的生活与阿格尼斯有许多相近处。
同年，她拍摄电视连续剧《威廉·退尔》。
1990年，柴特琳参与电视连续剧《帕特丽夏·海史密斯的故事》(Part·icia Highsmith’s Tales)的其中
一段的拍摄工作，接着还拍摄了影片《星期天追击》和电视剧《疯狂的事物》。
此外，在90年代，她还参与了几部影片的演出，其中最有名的是由吉姆·亨森导演的《女巫》(The
Witches)。
　　1994年3月17日，柴特琳因癌症在英国伦敦去世。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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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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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既关注那些功成名就的艺术大师，也关注最新升起的新星。
既关注各类前卫的激进的女权主义导演，也关注温和的女性主义导演。
既关注第一世界的女性的创作，也尽量多注目第三世界女性的影像贡献。
既以艺术故事片导演为主导，也涉及了纪录片、前卫艺术，甚至介绍了少量好莱坞主流商业电影的女
导演——在那个男人和金钱占绝对优势的梦工厂，女人能侧身其中也属不易。
　　全书涉及的导演以正剧导演和实验电影导演为主，但也有少量的喜剧导演。
全书共收录了自电影诞生以来世界上出现的最有代表性的71位女导演，来自五大洲、29个国家，在民
族、宗教、文化上都极具代表性。
除了对这些卓越的女导演的生平和作品的介绍外，我们还列出了该导演迄今的所有影片目录，以供备
查和进一步研究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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