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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跳动着的电影心——《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电影随笔集序    本来，我生平第一本电影随笔集，应该
在2009年下半年付梓，但时光悄然消散，那本题名为《你连等都不能等》的电影随笔集，却因故终至
抛锚。
如今，奉献给读者的却是题名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的电影随笔集，里边所提及的最早的电影是
拍摄于1933年的《瑞典女王》，最晚的则是拍摄于1961年的《不了情》和《爱的教育》，都乃为半个
世纪之前就已引起观众精神悸动的老电影了。
    倘若，我要在这里说，我在《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所述及的多属上上之品的老电影，胜于近十年
所制作的新电影，相信不少人会“群起而攻之”，但在我尚未迷失自我的心目中，有着像费雯·丽、
葛丽泰·嘉宝、奥黛丽·赫本、劳伦斯·奥利弗、罗伯特·泰勒等等演员那样形貌和修养、格局和品
位的，当今影坛能有几人？
冷眼向洋，电影技术已然疾进，但演员对角色揣摸琢磨的广度和深度，却似乎难能突破前人了，你看
费雯·丽、罗伯特·泰勒等等的一举手一投足，都仿佛与生俱来、自然流泻，绝无矫揉雕饰、生硬造
作，观众至今视之仍旧欣然忘形，并深感他们给人类留下的，是巨大的心灵遗产。
    虽然，在重看《魂断蓝桥》时，我痛惜于玛拉最后选择了死亡；在重看《瑞典女王》时，我遗憾于
克莉斯汀自己摘下了王冠；在重看《牛虻》时，我耿耿于怀于亚瑟、琼玛终究天人相隔⋯⋯然而，我
意识到那些角色各各生存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因之才会各有各的命运、各有各的结局，这是不以
观众意志为转移的，正由于目睹了主人公如此这般的命运、如此这般的结局，才能令观众感到身在福
中，不是吗？
我们无须像玛拉那样总是被纠缠在矛盾天地，像克莉斯汀那样想留着些做人尊严也那么不容易，像牛
虻、琼玛那样虽心心相印却被误解和偏见所分离⋯⋯    有人谓我，你所说的那些电影人物，早已经成
为残留影像了，何必惶悚惭愧地抱着这些人物自怨自艾、甚至黯然流泪呢？
但是，人们何故不曾想到，电影中的那些人物，确有着深邃意涵，他、她乃尚还睁着眼睛的人的参照
物，越能为那些人物遭际心生震动的人，就越能培养起立足社会时有着的正常判断，尤其对是与非、
错误与谬误的判断。
    电影，已有超过一百年历史了，在这逾一百年里，全球不知积累了多少部可以随处东采西撷的电影
了，但我在《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中只说了五十部。
五十部，微不足道！
不过，我却确认在这五十部电影中的每一部，都是一本大大的书，翻一遍不够，要翻多遍才能领会其
奥妙奥秘，特别在这个充满危机的人世间饱尝过甜酸苦辣之后重温昔日欣赏过的电影时，你会感到在
接触一部全新电影，你之所得会前所未有。
我再次在《三海旅行》屏幕下就是如此，从前何曾留意其妙不可言的台词呢！
我再次为《流浪者》掏心掏肺时也如此，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时，已明白“好人的儿子是好人，贼
的儿子是贼”的反动性，但一个与真理难以相融的观点，可以贻害几代人，却是在“文化大革命”收
场之后才能有着惊心动魄的顿悟。
    《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的后记，是原来收入在《你连等都不能等》中的后记，那是《唯有清香似
旧时一一我的电影缘》，如果有读者愿意花些分秒阅读，便可了解到一个普通人与电影相伴的过去和
现在，并捉摸到有如神不守舍的普通人在享受温暖欣慰的同时跳动着的电影心。
    陈远    2011年6月6日广东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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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近10万字的电影随笔集，是陈远先生从2006年10月起陆续发表在《家庭影院技术》杂志的文
章结集。
共计57篇影评，涉及欧洲、美洲、亚洲电影50部。
在这些电影中，既有讨论亲情，叩问人伦的《东京物语》、《后门》、《玉女私情》，亦有描述曲折
爱情、让人辗转反侧的《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不了情》、《汉密尔顿夫人》；既有直指人性，
控诉不公的《骑车人之死》、《双城记》、《木木》，亦有发人深思，催人泪下的《冰海沉船》、《
瑞典女王》、
　　《来日再相逢》；既有再现名人人生，剖析美之内涵的《萧邦的青年时代》、《一曲难忘》、《
左拉传》，亦有反映教育本质的《青少年与音乐》、《爱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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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远，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出生于广东南雄，父母原籍海丰。
自幼受父母影响，爱好文学。

　　自1960年11月起，他从师学习小提琴，之后一直艰苦进修音乐。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他执笔撰写乐评，至今仍为多家报纸杂志的专栏作者，曾出版散文集《乐海帆
》等十四本书。
现为中山市乐力音乐协会会长、中山市儿童合唱团音乐总监、中山市乐力合唱团音乐总监兼指挥。
在音乐、文学方面素有造诣，亦自幼爱好电影。
自2006年起，为《家庭影院技术》杂志撰写电影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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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跳动着的电影心
欧洲篇
美与丑之情感交缠
像一朵郁金香一样短命
纳维尔，我永远也不去
帕蒂，你在哪里？

再会了，好儿子
拉着凯娜向光明走去
罪恶啊，阴谋啊
漫长的等待终于过去
爸爸、爸爸⋯⋯
“贫穷”跟“富有”的较量
我的蓝眼睛”
但丁街凶杀案
亲爱的琼玛⋯⋯
很有些话想说
勾起美好回忆
木木的悲剧
一位任性姑娘的爱情
达尼斯者，伯乐也！

歌声透露自由心声
美洲篇：
当然是罗马
亲爱的，我、我回家了
愿上帝怜悯你们
冬天过了，春天来了
多行不义必自毙
内心的感动是多重的
人道人性的闪光
理想主义的余晖？

在光明与黑暗之中
可怜又可爱的大卫?考坡菲
生活的教科书
我的那张脸已经死了
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
伟大的人要牺牲一切
如果没有你，学校就完了
保罗·穆尼的左拉
亚洲篇：
天地不是那么小
在阴云笼罩下的海水、渔船⋯⋯
花乱落，叶飘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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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词，电影的价值所在
明星荟萃的《海魂》
法律不承认良心
世上并不太多开心人
阿法纳西与沙卡拉姆
阿法纳西与蔷巴、拉克什密
《不了情》中的情和爱
伟大的人
死亡，无处不在
一个父亲的悲哀
美丽善良的孝子
拉尼这个姑娘
像秋风落叶，那样飘零⋯⋯
不能让他们吃这么贵的点心
我喜欢纪子
同情、谅解、互助和爱
最好什么都不养
我是野毛的妻子
我要你，我不能离开你
跋：唯有清香似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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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甜酸苦辣的日子都经历过了之后，重看意大利于1948年拍摄的电影《偷自行车的人
》，心底里真不知是什么滋味。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使意大利陷入萧条冷落之中。
主人公里奇已两年没有工作，侥幸得到一份张贴海报的工作后，他不得不典当妻子的嫁妆——六张被
单以换回早已典当的自行车。
但正当期待生活慢慢会好起来时，里奇竟在上班的第一天，就被人偷去视为生命的自行车。
实在不幸的里奇，带着小小年纪的孩子布鲁诺，走遍罗马的大街小巷，但到头来一无所获。
其间，虽两次见到偷自行车的那位年轻人，却不是因为或追赶不及或缺乏证据而徒劳无功。
在凄凉绝望的心境中，善良的里奇终于铤而走险，但倒霉的他，却在偷别人的自行车时被穷追、被逮
住。
临末，屈辱受尽的里奇，拉着布鲁诺融入茫茫人海之中，未来不得而知。
为寻找“饭碗”而熬煎，一些上了年纪的中国人也不会感到陌生。
《偷自行车的人》真实感人地塑造了在那些年月里的意大利人的穷困潦倒，里奇只是其中一个缩影。
一个人，连赖以糊口的职业都没有，谈不上什么生存权、生存价值;一个政府，如果解决不了普通市民
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所谓丰衣足食、所谓小康之家，都只能是一句空话，只能是捉摸不到的神话。
我想，任何一位观看《偷自行车的人》，都会理解、同情里奇的遭遇，理解、同情里奇一家的遭遇。
其实，我还理解、同情那位偷自行车的年轻人，你看他那家徒四壁的栖身环境，他也是被逼去做这样
的一件不近人情、不近人性的事情的啊！
《偷自行车的人》最令我感心动耳的，是其细致入微地描摹了里奇与布鲁诺的父子情。
可怜可爱的布鲁诺，过早领略、体会父母的艰辛。
你看，他跟着父亲满街寻寻觅觅;差点被汽车撞到，在大雨中蒙着头奔走、跌倒;细心地在旧货市场观
察每一个车铃，满怀悲愁地侧着头、仰着头看着他心内如汤煮的父亲。
电影最催人泪下、最令人不忍目睹的场面是:当布鲁诺眼睁睁地看着父亲骑着偷来的自行车，在热闹的
大街上被疾力追赶而显露出惊慌失措之情时;当布鲁诺随即跑到给众人打骂的父亲身旁， 用手拉着  父
亲嘴里不歇痛心地叫着“爸爸、爸爸⋯⋯” 时。
一个人，所遭遇到的最残酷的打击，莫过于“劣行”被自己孩子发现。
这就不难明白，在整部电影，里奇原来只是焦虑、只是急躁，最后却在俯身见到一直挨在身旁的布鲁
诺那关切和疼惜的眼光时，会呜咽、会抽泣的原因所在。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电影随笔集>>

后记

唯有清香似旧时——我的电影缘    小时候的玩耍，简单又纯朴：都是入黑时，在家门口或附近，和别
的年龄相仿的孩子们“辘钱牛”，玩“打不死”、“算人追”、“救生摸电”等等。
那当儿的小城，其实更弥漫着乡土气息，对面街有个半是荒芜半是树木的园地，还有个种着香蕉等什
么的小山坡。
倘爬上坡头放纸鸢，舒心并惬意的。
倘爬下坡头走不多远，则见一条小小溪流，水很清凉，它流到一个更大的园地里。
那个更大的园地生长着许多植物，空气又特别清新⋯⋯如今乍一忆及，我还是觉得那些悠闲安静得只
有风声的环境，是值得永存心中的。
    不过，倘若问我，那时什么是最奢侈的享受呢？
我会说是看电影。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以教书为业的父母亲十分投入于他们的粉笔生涯，但逢到有余暇，却会带着我
和弟弟到电影院看电影。
小城虽小，但也有两间电影院。
苏联电影是最早在我的脑海里留下印象的，《幸福的生活》、《在人间》、《勇敢的人》等等。
那个年月，不要说小小年纪的我，连我父母辈都不知道不少苏联电影所反映的都是虚假事物，因此对
苏联电影中公民生活的安定与欢乐充满向往与渴望。
而且，更高兴的是，苏联电影通常都会有插曲，比如描述高尔基的《我的童年》中的那首《克马河》
，我不明白其旋律何故那样好听又易记，几乎一踏出电影院便能又唱又背了。
加上父亲常常和他的同样爱看电影的学生相聚在家，并常常哼唱苏联电影插曲，以至我从小不仅养成
了看电影的喜好，也养成了唱电影插曲的喜好。
年纪稍为大些，我开始收集“戏桥”(电影说明书）。
那时，每购买一张电影票，都会送你一张“戏桥”。
“戏桥”既介绍剧情，也有电影制片厂厂名和演职员表，颜色各异，排版又偶有独到之处，有些“戏
桥”还有图案甚至剧照。
最早时，我只是一得到便放入抽屉，后来慢慢多起来了，我就按国家或按电影制片厂分类。
当然，在很长时间里，以中国电影和苏联电影的“戏桥”为最多。
“戏桥”真好，看电影前，可以藉此了解情节；看电影后，又可以藉此重温情节并因之加深记忆。
也是年纪稍为大些时，我会把电影歌曲手抄在软皮部上，通常都是在同学中间你抄我的、我抄你的。
新华书店会有些内含电影插曲的《活页歌选》，价钱虽算便宜，但也不是经常买得起。
于是，手抄最为省事，也最符合我当时的经济状况。
况且，边抄边唱边回顾电影中的画面，也乐趣无穷。
    读初中时，我对电影更为虔诚。
一是五四以来的中国优秀电影陆续上映，虽然片子已旧，片质较差，但剧情和演员却仍然使我倍加留
心。
《一江春水向东流》，令我不知流了多少眼泪，《马路天使》、《夜半歌声》、《十字街头》，令我
不知对里间的插曲如何神魂颠倒。
二是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尤其根据名著改编的电影接连展映。
小城居民不足十万，但电影院有中午场、有夜头场、夜二场，夜头场、夜二场又会安排放不同的电影
。
而价钱呢？
旧片一角钱一张低价票，新片则一角五分。
父母亲给我不多的零用钱，看电影自然是其中的重要花费。
也是在读初中时，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星期日晚都要回校自习。
碰到有我想看的电影，却与晚修相撞时，我就只得把书和作业本放在桌面上以作伪装，万一给巡堂老
师查问便有同学代为敷衍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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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电影《流浪者》等等就是这样悄悄地去看了的。
但一而再再而三，终于让班主任起疑。
那天早上回校，班主任问我：“昨晚你没来晚修，到哪里去了？
”到了这个地步，可不能撒谎了，于是直说：“我去看电影。
”班主任听后没有怎样责备我，只说：“要注意不要拖累作业。
”临别时，班主任小声交代：“以后，你知道有好的电影可看，请也告诉我一声⋯⋯”原来，班主任
也是一位电影迷。
有一次，我与他一起去看《一江春水向东流》，曾见到他偷偷用右手袖擦眼泪的。
也就是这位班主任，在那天上数学课时，居然教我们学唱《让我们荡起双桨》，那是电影《祖国的花
朵》的插曲，那是我早就已经唱懂了的，因此当时唱得分外起劲。
一个周六还是周日的下午，班主任带着我们全班同学到城外的岐江河，一边撑着小船、一边唱着《让
我们荡起双桨》向南郊驶去。
    也就是在读初中时，出现了一件促使我与电影更为接近的事情。
也许，因为我经常出入电影院，电影院的工作人员注意了我，他们诚恳地请我当“电影服务员”。
小城的两间电影院每月都共用一份“电影排期表”，我父亲总爱在“电影排期表”上做着不同记号，
以表示有些电影一定要看，有些或抽空去看，有些可看可不看。
而不打算看的，他则不做任何标记。
当时，“电影排期表”给贴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以便随时提醒。
父亲这个习惯后来还传给了我，可惜，在大风大浪吹刮过后的现在，已经无法再找到一张或父亲或我
曾经做过各种记号的“电影排期表”了。
而我其时充当“电影服务员”的其中一项任务，就是把“电影排期表”分发给同学、老师和周围邻居
等。
此外，如有同学、老师、邻居等托我买票，可以享受八折优待。
八折优待的票子都被剪了角，电影院与我结账时，要把那些票角上交的。
记得负责与我联系的是陈姨，她是一位长相漂亮的年轻女子，从来对我和蔼可亲；另外一位是郑姨，
郑姨性格比陈姨开朗，讲话不像陈姨温柔，但却挺富幽默感。
我没有忘记郑姨曾半开玩笑地问我：“将来，你想做拉兹(电影《流浪者》之主人公），抑或想做奥赛
罗(莎士比亚名剧改编电影之主人公）？
”那个阶段，另有两件往事刻骨铭心。
一是，我收集的“戏桥”已日渐可观，但怎会满足呢？
先前，只是看过的电影的“戏桥”才热衷收藏；后来，却即使没有看过的电影的“戏桥”，也蓄意占
有。
我的这种嗜好让陈姨、郑姨知道了，有一个星期天，陈姨带我到电影院办公室，那里有好多个大柜子
，个子不高的陈姨把大柜子一一打开，接着对我说：‘‘里边都是‘戏桥’，一部一部电影的‘戏桥
’都捆绑好的，见到你没有的，就把它抽出来吧。
”哗！
这真是叫芝麻开门就能见到宝藏的时刻。
过去是一张一张“戏桥”地积存，想不到一个上午下来，我就成为“戏桥”大户了。
我无法按捺心内激动，最后终于要了一大叠一大叠。
拿回家后，每一种类别的“戏桥”都增添了厚厚份量。
同学当中，不少没有机会像我那样看电影的，便向我借“戏桥”，一些看了“戏桥”便萌生兴趣的，
便会接着吩咐我，电影院放映某部电影时，要及时告诉他们。
二是，当时，电影院有份宣传电影的图文并茂的单张、不定期出版，里边有电影介绍、电影评论及其
他。
也是陈姨和郑姨，她俩居然叫小小年纪的我，也为这个单张写写文章，我又居然斗胆把这权当作陈姨
、郑姨布置给我的作业，并确确实实地写出了一些东西来。
记得，我曾在单张发表过带讽刺的打油诗，还写过赞美印度电影《章西女皇》的长诗和评论根据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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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祝福》。
其他篇什，我却都已忘记了。
这可能是我最早在学校以外登载的稿子了。
也可惜，我后来没有把单张保存下来，也从来不敢指望过去的电影院现在的电影公司会有存档。
那时，在这份单张里发表什么，是没有稿费的，但却会给你看电影的赠票，那最好不过了，那我可以
看到更多的电影了。
    读完初中后，得到父亲一位好友的太太允许，我到图书馆里当义工。
这个角色使我有机会自由出入书库，随意翻阅借阅图书。
图书馆要买书、编书、排书或组织其他活动，都会请我施以援手。
以为能够经常借书、看书就是最丰厚的报酬了。
殊不知一个月两个月后的一天，图书馆一位专职人员对我说：“今晚，你不要来了。
去看电影吧，这张票是给你的。
”    1960年初，我开始了有着确实意义的涉足社会，到乡下一间小学教书。
农村乡情郁郁、古风淳淳，崇尚自然却娱乐更为单一。
学生，除了读书之外，就在家里负担相当的家务、劳作。
最高兴的日子，是往城里看电影无疑了。
一路步行，走山路、走公路，来回三十里上下，却丝毫没有疲惫之意。
想起我也在读小学时，虽则近便电影院，也莫不如是地把全校师生出外看电影视之为兴感怡悦的节日
的。
虽然，那时学校组织的看电影，局限于所谓思想浸淫，但对着银幕，就总觉得有一种冲动在洋溢。
以至后来在小城教小学、教中学时，我也不时愿意带班上学生去看电影，不同的是，我更为细心物色
我认为对学生的成长和知识的丰富有益的电影。
在廿一世纪的实利当头之秋，当我在忆述前尘旧事时，已无从晓得曾经做过我学生的，到头来能否意
犹未尽地，继续从电影的陶冶中摆脱平庸而低微的人品。
但起码在很久很久以前，他们是喜形于色地接受如此教育的。
    文化大革命前夕，天空又呈现乌沉。
记得在那个历史时段里，还看过很快就受到严厉批判的电影《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在烈火
中永生》等等。
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昔日的电影几乎悉数被禁，在“革命样板戏”铺天盖地之际，我只能巴
望那些为时势所不容的电影被揪出来示众。
那些年月，跟朝鲜、阿尔巴尼亚等不多国家关系还好。
只是因为朝鲜纪录片《兄弟的中国人民使者》里有小提琴齐奏场面，我就进电影院里看了好几次。
而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则因为其有吉他演奏的主题曲，而让我看了一回又一回。
忽然不可思议地听说，罗马尼亚电影《奇普里安·波龙贝斯库》要在距离小城20多公里的小镇上演，
兴奋得我马上约了几位友人，并请其中一位开着手扶拖拉机把我们送到那个小镇，虽来回一路颠簸，
但那可真是部好电影啊！
可惜的是从那个难忘的晚上至今，我竟没缘再欣赏《奇普里安·波龙贝斯库》。
我因之屡屡在想念着、追忆着，想念着那部好电影、追忆着艰苦岁月中的美好时光。
电影虽难以像过去般的陪伴身旁了，但我仍然在非常时期间暗暗怀念那些优秀的电影演员：斯特里仁
诺夫、钱拉·菲利普、拉兹-卡普尔、娜尔吉斯等等，赵丹、白杨、魏鹤龄、王丹凤、孙道临、上官云
珠等等。
记得1959年11月，忽然听到钱拉·菲利普因肝癌去世的噩耗时，我曾悲痛不已，我想起只活了37年的
钱拉·菲利普在《勇士的奇遇》中的使人身心舒泰的非凡创造，还想起他在《红与黑》中的使人深思
再三的出色表演。
“文化大革命”后的1980年11月10日，当在《羊城晚报》头版见到“赵丹病危”的几个黑色大字时，
我的心顿时像塞了铅块似的沉重，当天晚上，我给赵丹写了一封信，以一位普通观众的身份，鼓励他
坚持生命的余勇，那是我第一次给我所敬重的电影演员写信，但赵丹终究没有看到那封信，因为，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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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一日凌晨，赵丹就已与世长辞。
时至今日，目睹中国一些一线演员的无限风光，我顿然觉得：赵丹等许多老一辈的杰出演员实在冤哉
枉也。
    如果说，童年、少年时代的我，看电影尚算能顺乎个人意志的话，到了青年时代的我，却已经不能
择优拒劣了。
我不是还有一大摞“戏桥”可以让我在幽愤、郁悒之时得到慰藉吗？
没有了，一位初中跟我很要好的同桌，请我把“戏桥”给他。
在万念俱灰之中，我咬咬牙就把多年来的缁铢积累全部送出。
冷静之后看来，那是一笔多宝贵的财富啊！
更为痛心的是，在政治形态更为险恶之时，那位同学、或者那位同学的家人竟把“戏桥”付之一炬，
说以免成为收藏“封资修破烂货”的罪证。
    待到天色晴好时，伤痕文学出现，伤痕电影也应运而生。
我看过《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庐山恋》、《苦恼人的笑》等等，也算燃起过纵使微弱的心
灵火花。
但不久，电影审查尺度又抓紧了，而引进不多的外国电影又不大能为我所接受，所以，我应该又有一
段长时间没进电影院了。
有一年到海南出差，意外地见到有许多旧电影录像带，我一下子买了一大堆。
过不久，又买了一大堆VCD。
算是做了我和我的朋友们的一场怀旧梦。
但今天，这批录像带，却因为保管不善发霉变质以至束之高阁，而vcD也因为图像不够清晰已逐渐被
淘汰。
“家庭影院”面世之后，我更少进电影院了，但《廊桥遗梦》的公演，却使我也随着被迷惑着的人群
的脚步挤进电影院。
香港一年一度的电影节首演《阮玲玉》时，我也曾专程前往观赏，但确是偶一为之，因为，我已难以
寻觅和领略到过去的那种呼之欲出的感觉了。
    “人生百事消磨尽，唯有清香似旧时”。
深感欣忭的是，近一两年，我却恢复了被中断了的跟电影的密切依恋。
真要感谢DVD；真要感谢澳门友人彭绍达兄。
因为有了DVD，使我得以再度接触许多早年曾熏陶过我的电影；因为有了彭绍达兄，使我得以在有限
的时间里，饱览经过他挑选的送给我的DVD。
你大概会不理解我在面对《二十四只眼睛》、《简·爱》、《孤星血泪》、《冰海沉船》等电影时是
如何的悲喜交加，如何的缱绻情深。
我觉得有意义有价值的，我会介绍给我身边的朋友一一就像我四十多年前做电影服务员那样。
从去年10月发端，蒙汪杰先生之邀，我荣幸地在其主编的《家庭影院技术》上期期发表基本属于老电
影的观后随想，这使我有机会向年轻朋友吐露心思一一也像我四十多年前在那份单张上发表所谓影评
那样。
    临末，我要诚挚倾诉：在半个多世纪的载浮载沉的不平凡的日子里，那些有着神圣意涵的电影，对
我的影响十分深刻。
正是那一部部电影，负载了我和我的家人，我和我的同学、同事、友伴的喜怒哀乐，决定了我的个性
和品格的形成、对人生追求和对现实世界的态度。
遗憾的是，当今之世，尽管电影拍摄技术突飞猛进，尽管大片、巨片不绝于耳，但真正能够表达人的
真情实感，真正能够挖掘人的内心奥秘，真正能够坚定人的信念和憧憬的电影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此时此地，我只能在怀旧中希冀在怀旧中等待，我相信终究会有曙光。
    2007年2月13-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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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电影随笔集)》：纵观这57篇影评，其确是陈远先生观影所思、所想、所悟，
更是一位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人对自己与电影结缘的这近半个世纪的回望与反思。
在陈远先生细腻敏感、生动丰富、感性温柔的文字中，通过那一个个细致的片段描写，重历那一幅幅
感人的画面，体味那一句句意味深长的台词，你或许会看到一部不一样的电影，体验到一种别样的电
影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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