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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6年，杨远婴编著了（她们的声音：中国大陆女导演自述），收录个位大陆女导演的访谈和自述，
试图为女性电影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
十多年过去，中国电影的制作模式和作品样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女导演们的王作状态也随之改变
，从2002年至2008年，我们接续她们的声音，不断采访女导演，并把关注的范围从中国大陆扩展到了
中国的香港、台湾和日本等地区和国家。
几年来，我们的工作得到了中国的大陆、香港、台湾及日本四地近三十位女导演的配合和帮助，她们
不仅热情参与对话，而且提供了许多新鲜的文字和三百多幅图片。
为了让读者对这些女导演的创作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我们的访谈注重成长过程，注重个人特点与
变化，透过四地的女性电影王作者的创作状态，我们希望读者能够感受到不同年代、不同地区女性生
存条件的差异。
从20世纪50年代算起，大陆有四代女导演活跃于影坛，我们访问到了第一代的董克娜；第二代的黄蜀
芹、王好为、史蜀君、王君正；第三代的彭小莲、李少红、胡玫、刘苗苗、宁瀛；第四代的马俪文（
曾用名马晓颖），李玉、徐静蕾、李虹，此外还收录了七篇由导演本人撰写的创作自述，其中的精彩
表述进一步剖示了她们的创作心路。
香港的女导演，我们访问了80年代初开始拍片的张婉婷、90年代末面世的黄真真，以及集编剧导演子
一身的林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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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女性的电影：对话中日女导演》希望通过梳理中国的大陆，香港、台湾和日本女导演的脉络，
结集七位女导演的自述，以及与27位女导演的对话，交出一份丰厚的答案。
在与女导演们对话的过程中，我们关注她们的成长故事与创作历程，她们也极其真诚地倾诉了对生命
与电影的爱与执著。
　　女性的电影与主流电影的分界在哪里？
女导演的创作条件和方法与男导演有什么不同？
在电影高度商业化的时代，女导演的作品为什么特别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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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远婴，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电影学系主任，电影研究所所长、主要学术成果：《外国
电影理论文选》（1995）、《她们的声音》（1996）、《华语电影十导演》（2000）、《WTO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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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纪录片作品：《红日风暴》（2009，与彭小莲联合导演），《记录之旅：原始档案》（2007），
《崔健：摇滾中国》（N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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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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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大陆篇我和电影艺术董克娜电影是个浩瀚无边的创作天地。
这个永远骚动的精灵，曾给我多少难解的困惑与烦恼，又给我多少历尽艰辛苦尽甘来的欢乐。
我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一投入它的怀抱，它就成为我今生今世精神世界的主宰，成了我的终身事
业。
我步入电影界是历史的机缘。
我从小喜爱电影，但没想到自己会投身电影事业，并且是一辈子。
我出生在一个旧官吏家庭，没有任何艺术的“遗传因子”。
解放军文艺工作的需要，使我走上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工作战场。
1949年，我随解放大军南下，上海解放后，我和华东军区文工团半数左右的同志调入上海电影制片厂
，进入当时对我而言十分陌生的电影界。
我先是当演员，而后才改做电影导演工作。
在我的艺术道路上，主要是受到苏联经典文学和电影艺术的影响，以及已故电影艺术家、我的老师、
导演成荫的影响。
正是由于这些厚实有力的影响，才使我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进电影艺术的殿堂。
回顾几十年的导演生涯，感慨万干。
60年代初期，在拍摄影片《昆仑山上一棵草》时，我立下誓言：一定要像“昆仑草”那样深深地扎根
在神州大地，待严冬过后，把绚丽多彩的花朵，奉献给巍巍昆仑，妆点祖国的大好河山。
我是在共和国创业中成长起来的电影导演，为了报答哺育培养我的党和人民，我决心不计名利和报酬
，用自己全部的心血向新的艺术高峰攀登。
用抒情、细腻的笔触，讴歌奋战在“四化”建设中的人们；用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的
激情和灵感，塑造出平凡而伟大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我通过影片深邃而富有哲理的思想内涵，提出日常生活中普遍而有重大意义的问题，给人以启迪，引
导人们去思考：“应该怎样对待困难和矛盾？
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大潮中，人们应当追求什么？
人与人之间应该是怎样新型的关系？
妇女在改革开放中的正确位置在哪里？
”等等这样一些生活课题。
我必须十分认真，做到一丝不苟地把我的每一部影片当作通向艺术之塔顶点的一级台阶。
为做到这点，每部影片一经确定拍摄，我就把它看作一次战斗，从分镜头剧本开始，我都亲临第一线
指挥，直至影片完成。
不幸的是，病魔向我袭来。
我曾两次患脑血栓，特别是第二次更为危险，经抢救方转危为安。
但我体力已大不如前，只有做些力所能及的奉献。
下面是我对几十年自我艺术之路的回顾与思考。
钟情当代妇女题材我热衷拍摄妇女题材影片，不仅因为我是个女导演，更主要的是中国妇女的遭遇和
她们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
小时候，旧社会妇女的悲惨命运留给我深刻的印象。
解放后，妇女翻身了，但仍然遗留给妇女许多精神的、旧道德伦理的、经济的和物质的枷锁，以及男
女间的许多不平等。
尽管不能把女性文学、女性意识局限于表现女性的题材，但也不能否认女导演用妇女的眼光、从女性
的角度去表现妇女题材，这有其一定的独特性。
我偏重于拍摄女性题材的影片，是从无意识到有意识。
《昆仑山上一棵草》的成功，使我受到领导、电影界权威和广大观众的鼓励和称赞。
“应当多表现些妇女”使我有了这个思想的萌芽。
到拍摄《第二次握手》才感到需要关注女性的生活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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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因为我熟悉她们，我要把她们的命运、遭遇，她们的喜怒哀乐，她们的痛苦向往和追求，都
展示在人们的面前，使人们受到启迪，使姐妹们从中悟出更多的东西。
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和男人相同的平等地位。
“妇女翻身当家作主”，大家都承认她们是“半边天”，“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已成为广大中
国妇女的口号。
但她们在成长中经历的友谊、爱情、家庭、工作与事业都还有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她们在社会上的地
位也还有许多无法回避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在表现女性的影片中，并非要撇开男性。
我们不是拍“女儿国”。
现今社会妇女生活中不能没有男性，在处理、观察、分析、揭示妇女命运中种种矛盾的时候应同时表
现他们的作用和意义。
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是漫长的。
在历史上许多妇女悲惨命运无需多说，就是在新的时代女性为创业所付出的代价也十分沉重，她们要
克服许多旧思想、旧观念的重重障碍和束缚，才能建立起真正的现代女性意识。
她们心灵的创伤、命运的坎坷，甜酸苦辣是多方面的。
作为一个电影女导演，我有责任通过银幕艺术的形象，经过提炼，细致、逼真、感人地把它呈现在亿
万观众面前，去震撼人民的心灵，获得广大群众的同情和理解。
我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封建旧家庭，母亲因为没生儿子，因此和我一同遭到歧视和遗弃。
所以，我对妇女的苦难由衷的同情，对广大妇女充满了爱心、崇敬和理解。
我决心通过电影艺术歌颂她们，深刻地揭示和表现她们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让广大妇女从中得到
启迪、受到鼓舞，振作奋发去掌握自己的命运。
新时代的妇女题材是极丰富、多种多样的，不同战线、不同职业、不同类型、不同性格、不同命运的
女性更是绚丽多彩。
经我导演拍摄的女性主人公形象有献身于青藏高原的普通妇女和大学生（《昆仑山上一棵草》）；有
既热爱工作又热爱生活的女售货员（《金鹿》）；有品格高尚、追求光明的盲女（《明姑娘》）；有
热爱祖国，海外归来献身祖国建设事业的女博士（《第二次握手》）；有在改革大潮中展露才华的乡
村客店的女经理（《相思女子客店》）；也有敢于向世俗观念挑战的女画家（《谁是第三者》）；有
爱子过切，一味望子成龙走入误区，以致打死亲生儿子，造成家庭悲剧的女性（《失去的梦》）；有
在个人感情和复杂生活矛盾中奋力前进的女记者（《女性世界》）；还有刻划农村妇女主任和女企业
家等形象的影片。
她们在事业和爱情上有成功，也有失败，在人生路上有欢乐亦有悲伤。
每个女性的处境、经历、遭遇虽不同，但她们都有坚定的意志、高尚的情操和美好的心灵，她们都是
自尊、自信、自强的女性。
我追求的正是这种积极向上的美，我在这些女性形象上倾注了自己全部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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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女性的电影:对话中日女导演》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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