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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大家未曾看到的东西。
但，也许正是因为还没有看到这些东西，因此它们更具有存在的意义。
比如，这本书中所要谈及的作品，它们以电影的形式存在，被少数人所分享。
    这些影像之所以弥足珍贵，全拜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所赐。
因为也就是在许多年前，在这里，用这种方式，这样去表述的电影作品是不可以存在的。
    我的童年，是十部革命样板戏的天下，电影都有点疯狂，如同那个时代。
我们都以为电影本来就是那样的，好人和坏人泾渭分明。
直到我进入电影学院第一次看国外影片，观看的是德国导演施隆多夫的《铁皮鼓》，当小侏儒钻进女
人的裙子里，听到女人那几声“嗷嗷”的叫声，我惊呆了，才知道：喔，电影，还可以这么拍⋯⋯    
我在电影学院即将毕业那会儿，第五代导演们都已经完成了各自的处女作。
然而中国电影体制依旧遵循苏联的老一套，仅仅把电影当作强有力的宣传工具。
当时，只有在十六家国家电影制片厂才拥有拍摄影片的权利。
    在毕业之前，我以一个摄影师的身份，参加了一部影片的筹备工作，但没有得到审核和通过，这部
电影悲剧地下马。
懵懵懂懂之时，我筹集了很少的钱，在西单的小胡同里，把自己家作为主要场景，用十四天时间，拍
摄了我的处女作《妈妈》。
我才发现，原来用自己的方式，也可以完成一部电影。
于是我又接着拍摄了《北京杂种》、《东宫西宫》⋯⋯那会儿，小帅、娄烨也相继完成《冬春的日子
》、《苏州河》⋯⋯再后来，小贾拍摄了《小武》，一批独立电影接踵而来⋯⋯当然，这些作品无法
进入国内院线，它们通常只能被一封封牛皮纸带装着，在少数人中传阅。
这些被称为“地下导演”的人们，小心翼翼地捧着自己的作品，寻找一切可以放映的地方。
    而且在当时，胶片是一个大问题。
我拍摄《妈妈》时用的是保定的过期胶片。
拍摄《北京杂种》的胶片是杜可风一卷一卷从香港背过来的。
而现在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任何人只要有冲动，拿着相机，甚至是手机，都可以去完成属于自己的影
像。
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的年轻人是幸运的。
    可是，现在的年轻人依然面临艰辛。
由于现实原因，很多独立电影依然无法在国内院线上映，只能流转于各个电影节。
应亮、甘小二的影片，我就是在西班牙格拉纳达电影节看的；赵晔的电影我是在新加坡电影节看的⋯
⋯前几天，我和导演王笠人，还有本书的作者李名聚会。
听王笠人讲述拍摄《刺青》时的困境，很让人难过。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这样一些影片的存在，无疑源自这些年轻创作者们的顽强意志。
如果你看一下这本书中谈及的影片，你就会发现，这些年轻人代表的当代独立的声音，并不弱于世界
上任何其他地方的电影。
他们通过自己的视角，用艺术的再现传达自己对社会和生活的认知，赢得了世界各地的掌声和奖项，
也赢得了国内同行的尊敬，这一切源于他们对电影的痴迷。
    电影，我常常想，它应该是一门有个性的艺术，虽然在整个人类的艺术发展史上也就出现了一百年
。
但是我们肯定不想回到歌颂纳粹的《意志胜利》的时代；也不想再回到十部革命样板戏的时代。
今天，它完全可以像作家的纸、笔，可以像画家的油彩、画布，让年轻的创作者能自由地去表达自己
独立的思想。
这些，让我这样一个悲观的人，感觉到还是会有希望的。
因为，至少可以使电影这样一个工具，去进行自我的认识，去发现我们同情的人，去聆听这个时代的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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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元    2011.9.14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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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独立电影”的概念来源于20世纪中期的好莱坞，与“制片人电影”相区别。
后者的目标完全瞄准市场，期望获得最大的利润，同时电影的制作和拍摄也有充足的资金。
而独立电影导演的作品都不约而同地向我们展示了主流电影之外另一种叙事方向和叙事的可能性。

本书历时三年，深度采访中国16位独立电影导演，他们创作的影片不为大多数观众所知，也无法进入
国内院线，但这些年轻导演通过自己的视角和艺术的再现传达自己对社会和生活的认知，不弱于世界
上任何其他地方的电影，赢得了各类电影大奖和国内外同行的尊敬。
这是一本充分展现、深入探讨、细致研究中国新生代电影很有价值的一部书稿，对于中国当代影像文
化极具研究、赏析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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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名
男，1978年出生。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专业)，影评人。
电影评论文章在《DV时代》、《大众电影》、《电影艺术》、《青年电影手册》、网易、新浪网等
发表。
目前从事编剧、导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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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王笠人：我要恢复中国电影的传统 你之前的短片《城市的精神漫游者》是一部什
么样的影片？
 那也就是一部很典型的学生作业，讲一个城市边缘人的无聊的一天生活，说实在的，那时候什么都不
懂，都是自己出的钱拍的，到后期剪辑了一版没钱剪，搁了两年，后来一看不行不想剪了，但对我意
义重大，那是我第一次拍东西，也终于迈出了第一步。
之后开始拍专题片、广告，再结合以前在电影学院学的一些东西，渐渐地琢磨出未来电影的基本形态
。
 你的长片处女作《草芥》从哪一年开始筹拍，前后一共用了多长的时间？
 《草芥》从2005年7月份开始筹备，之后到开拍前我们一直在看景，2006年1月1日拍摄，1月24日因为
春节停拍，之后等到3月底又开始拍摄，第二次刚拍摄一天，因为打架拖延7天后继续拍摄，总共拍
摄33天，到2006年11月后期最后完成。
 影片获得了荷兰鹿特丹国际电影节的资助，整个事情的经过是怎样的？
 在2007年5月，我在一个机房做后期，基本把自己的积蓄花完了，但我在8月底完成了一个初剪带，9
月底查了鹿特丹电影节的网站把带子给他们寄了过去，10月份鹿特丹电影节的一个副主席过来了，在
中戏一个酒吧和我聊了两个小时，11月初他们通知我：他们通过从全球几百个电影项目中评选决定资
助我的电影，我在这里再次感谢鹿特丹国际电影节。
去年我向很多朋友推荐鹿特丹电影节，他们都把自己的电影寄过去了。
 影片采用什么设备、机器完成的？
大约花费了多少资金，这些资金来源于哪里？
 影片用SONYPD150拍摄，DVCOM带子完成，前期拍摄不含人员费用大约花了10多万，大部分是我的
积蓄，后期是鹿特丹的基金。
 你之前学的是什么专业？
1996年你在电影学院导演系进修。
专业的学习给你带来了何种改变或启发？
 我上大学学的是计算机硬件，在电影学院的学习只是赋予你学会怎样专业看或学电影，还有就是长期
的学习给了你自学的能力，我从电影学院出来后很长一段时间无所适从，就是写不出东西，慢慢地过
了几年艰苦的日子。
去社会上工作生活，又看了很多的好电影、书籍，逐渐地融会贯通。
 移动长镜头和纵深调度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弥补了镜头语言的不足。
但这样也形成了你的一种电影风格。
 移动长镜头和纵深调度也是有难度的镜头语言，我相信能够展现真实空间的长镜头是电影的真正意义
所在，而长镜头也不是固定长镜头，电影是要讲究场面调度。
对于我来说，在我前面的几部电影，更多考虑的是有意思的场面调度，电影失去了震撼力的场面调度
，失去了空间、镜头转换，电影会失去一部分意义，镜头组接可以叙事渲染气氛，长镜头同样可以做
到，这只是导演的一个选择。
 《草芥》的后期调色做成了一种极度压抑、阴郁的灰黄色色调，这种色调对你而言意味或暗示着什么
？
 这部电影就是弥漫着阴郁、绝望的气氛，以灰黄色调来烘托这种故事氛围，其实也是我自己对于中国
现实、历史、人生的一种心绪观照。
 我们都是非常理想化的一代，八十年代是思想活跃的时代。
中国人刚刚从禁锢、封闭中解放出来，对突然涌进来的文化感到新奇。
人们处于一种饥渴的状态，吸收了很多新鲜的东西，思想也特别活跃激进，人也充满理想和激情。
走到九十年代，反而这些激情就消失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实际、赤裸裸，人都变得特别痛苦，
对国家、社会巨大的热情、梦想一下就都破灭了，特别迷茫。
 我也是在九十年代末才去慢慢消化理解八十年代，然后隔这么一个时间跨度后去观察、积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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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一种间离感。
后来演变的文化思潮，比如摇滚就表达了一种特别伤感颓废的情绪。
到了九十年代末，大部分青年就变得浑浑噩噩了。
我有些同学以前很有理想，后来都与社会同流合污了，想挣钱的挣钱，想当官的当官，沉浸在吃喝玩
乐之中。
而到了现在，青年人对国家早期历史并不感兴趣，对社科、人文精神方面的了解甚少。
 《草芥》里的故事和你的个人生活和经历有着怎样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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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我坐在电脑前，回忆起十多年前我在家乡——一个封闭的小县城，看到娄烨的《苏州河》（还是盗
版的VCD），还能依稀记得我当时的那种震惊、那种迷恋。
犹如《黄土地》和《红高粱》带给第六代导演的那种感觉：没想到电影还可以这样拍。
    张元在1990年完成的《妈妈》是中国第一部独立电影。
之后王小帅（《冬春的日子》、《极度寒冷》）、章明（《巫山云雨》、《秘语十七小时》）、路学
长（《长大成人》、《非常夏日》）、娄烨（《周末情人》、《苏州河》）、贾樟柯（《小武》、《
站台》）、王全安（《月蚀》）、管虎（《头发乱了》）等第六代导演也陆续拍摄了他们的独立作品
。
    张元的《过年回家》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获得银熊奖、《青
红》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奖；贾樟柯的《三峡好人》获得金狮奖；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获得金
熊奖。
    中国电影历经百余年，从第一代导演郑正秋、张石川到第五代导演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中
国电影走过一个繁荣而又艰难的时代：繁荣的是，中国电影工业愈加成熟、完善；艰难的是，独立电
影的创作举步维艰。
但我相信，未来的中国独立、艺术电影必将引起众人更大的关注和兴趣。
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中国新一代独立电影导演业已沿着第六代导演的足印，行走在路上⋯⋯    相
比十年前，如今DV（数码摄像机）的广泛应用，使得拍摄一部电影不再需要庞大的资金；电脑和互
联网的普及，使得观看任何一部电影都十分便捷；国内影展、酒吧、高校的频繁放映，使得中国独立
电影更为观众所了解和关注。
    中国独立电影多次在戛纳、威尼斯、柏林、釜山、洛迦诺等国际电影节上参赛、获奖使得电影人的
创作更加活跃，影响力日益增加。
    这本书里所介绍的独立电影大多数是2000年以后拍摄完成的，大多也是导演的第一部、第二部作品
。
这些作品都不约而同地向我们展示了主流电影之外的另一种叙事方向和叙事的可能性。
    感谢这本书中我采访的每一位导演，感谢你们为我提供了相关的电影海报、剧照等资料。
    感谢张元导演在百忙之中热情为本书作序。
张元导演是我国第六代电影导演的领军人物，他的电影影响了后来许许多多的新导演。
    感谢《DV时代》（现《数码影像时代》）杂志社编辑冯剑先生，该书系列访谈曾经陆续发表在
《DV时代》上。
    感谢电子工业出版社人文图书事业部的李影主任，她也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感谢她为这本书付出
的辛勤汗水。
    感谢所有喜欢这本书的读者朋友，你们的阅读让这本书具有了更大的价值。
    李名    2011年7月4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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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独立电影导演访谈》将以中国新锐独立电影导演在国内的首次集体亮相，以翔实的资料、深入
的对话和大量的海报、剧照、图片等组成。
是一本充分展现、深入探讨中国独立电影的一部书稿，对于中国当代影像文化极具研究、赏析和参考
价值。
全书以导演访谈为主要内容，加上导演简介、作品年表、影片档案、导演阐述等，为独立电影导演提
供有益的现实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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