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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东西方文明的差异自古而然，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也由来已久。
然而自西方工业革命兴起以来，由于西方社会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以致于在
相当长的时期，不少东西方学人都把西方的科学技术、社会制度乃至生活方式视为衡量文明发展水平
的标尺，把社会进步的理想目标定位于以西方发展模式为蓝本的现代化，或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的普
世文明。
所谓西风东渐、西学东移，相当一批东方学人和政客也把工业化、信息化等现代科技进步看做西方文
明的必然产物，为此他们不遗余力地向西方寻求真理，甚至将扬弃本民族的传统，从器物、制度到生
活方式上全面模仿西方作为实现现代性改造的唯一模式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归宿。
东西方文明的交流遂呈现为单向的态势——以先进的西方文明征服、影响和改造其他“落后”或“野
蛮”的文化似乎成为人类走向现代化生活的必然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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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论及的“镜像”并非涉及当代法国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拉康在1936年颠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
中所主张的心理发生和人格历史建构逻辑思想时所提出的“镜像理论”，而是意指被称为第七艺术的
电影最直接的语言表达方式——镜头影像。
确切地说，在这部被命名为《镜像东方——纪实主义：从伊朗新电影到中国新生代》的著作里，我们
要论述的是纪实主义电影在当下世界东方的两大文明古国伊朗和中国的生存状态和现实发展。
而澎湃在中伊新生代导演群落里的纪实主义电影潮流却是我们要研讨的主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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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波德威尔认为：“叙事是一个包括故事（fabula或story）、情节（syuzhet或plot）和样式（style）的系
统。
”①“新生代”的创作为中国电影提供了新的叙事方式和叙事风格。
严格按照“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情节逻辑线索来结构故事，是传统的中国电影采用的模式。
以贾樟柯为代表的新生代电影导演对这种传统的叙事模式进行了颠覆。
他们大多数采用非常规叙事，讲述的是一个个互不关联的无缘由故事。
从影片的叙事方式来看，多半没有起承转合的情节，结尾具有开放性。
通过偶然性来冲断情节的戏剧性和因果逻辑性，突破了戏剧式电影“冲突——解决”的情节模式。
如影片《小武》中，我们看到，整部影片从开始到结束可以说没有任何曲折的故事情节，所叙述的故
事既没有引人人胜的开头，也没有戏剧性高潮，更没有完整的结尾。
整部影片都是由一些生活片段缀合而成，在剧作上明显缺乏一个统一的可供发展的方向。
在电影叙事中，贾樟柯并没有采取主流社会的叙述视角，而是采用边缘化的视角，讲述一个小偷的现
实生活空间和情感生活。
在急剧变动的时代，在被时代洪流裹挟着前行的落后小县城里，以小武为代表的社会底层民众被激烈
的社会竞争所抛弃，沦为社会边缘人物。
小武最珍贵的东西一个个相继离他而去，被拒绝的友情、无望的爱情、冷漠的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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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我们在对伊朗新电影和中国新生代导演的一系列研究论文的基础上构想的。
从这个构想付诸实施开始，我们心中想当然地规划了一个宏大而细微的表达目标。
但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我们方知并不是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因为戴着有形无形的脚镣跳舞总
是有着这样那样的局限，这似乎是写作者永远的魔咒。
“新电影”、“新生代”，我们力图在论题中突出一个“新”字，然而，寻找“新”却是一个相当艰
难而痛苦的过程，像极了王国维先生阐释的那层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
阑珊处。
”本书的写作也是一次“炼狱般”的历练。
在近一年的写作中，我们有过无数次的傍徨、疑惑、痛苦，甚至不时有废止的冲动。
好在我们还是坚持下来，完成了这本书稿。
其实，标注完本书的最后一个标点符号，我们并没有一丝成就感，潮水般涌上来的是怅然若失、诚惶
诚恐。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镜像东方>>

编辑推荐

《镜像东方·纪实主义:从伊朗新电影到中国新生代》是由巴蜀书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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