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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我见证过藤井树的青春热血。
    那是茫然不安且中度伤感的年代，电影梦如同包裹在每个人头上的氧气袋，支撑着爱电影的鸡血青
年在人潮中逆流而行。
    2．    我们真正的相识是在可可西里。
    这个形迹可疑的上海女记者是突然空降在我们面前的。
鲜活得像一只春季的蜥蜴，花花绿绿且毫无节制地变幻着色彩，让那时已经在戈壁滩上待了将近四五
个月的我感到一阵晕眩。
她嘹亮的欢笑惊醒了整个戈壁滩，扑面而至的热情几乎淹没了整个剧组。
    是的，藤井树就是这样的姑娘：质朴而热情。
    她热力四射的热诚经常能融化四周的坚冰，令她在人生的征途上不断遭遇友谊的伏击；也能令她如
同无人驾驶的蒸汽机车莽撞地)中上枕木已经朽烂的密林铁路，不知归途。
    这十年，就这么看着她一路高歌冒着热汽地前行着，手心攥着汗。
    3．    那天我们决定放弃在格尔木周边的拍摄景地，直接将剧组拉入可可西里腹地海拔4700米左右的
五道梁。
    制片主任默默地拿出一罐氧气瓶，把两根导管插入鼻孔，然后深沉地点上一支香烟：“你们上吧，
我老了。
”在他的身后，是二十箱氧气瓶。
    “吸着氧还抽烟？
您丫不怕炸死自己？
”年代久远，印象中藤井树大致说了类似的一句话，随后从桌子上抄一个苹果拿起背囊，径直走到吉
普车旁。
    文艺女民兵——在那个瞬间，我默默给她起了这个名字，然后在心中流着热泪给她鼓了两下掌。
    车队沿着青藏公路一路盘山而上，路边山谷里熊熊燃烧的卡车，远处的雪山，冰河前孤独的野牦牛
，奔驰而过的野驴群都能让这枚只见过自行车群的上海女民兵发出阵阵尖叫；傍晚时分我们的车进入
了五道梁地区。
4700米的戈壁，开始显示其黑暗的力量。
缺氧让车里一片死寂，藤井树牌复读机也开始间歇性断电，并咝咝啦啦发出各种令人担忧的噪音，直
至最后陷入永久的沉默。
    我回过头，看见她脸色苍白，惊恐万状地举着苹果。
她把苹果转过来让我看，在她咬过的地方，一大片血迹。
    高原反应，我们都习惯了。
    随后在楚玛尔河边上，我们正在勘景，藤井树开始喷射性呕吐，两个副导演都扶不住她，她很快陷
入了轻度昏迷，我们迅速把她送到最近的五道梁兵站医务所，在那里她做了一个决定：继续留在五道
梁，完成她的采访。
    4．    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隐约还会觉得自己肺部的两个痛点又开始疼痛，一左一右两个看不见
的贯穿伤永远烙印在我的胸膛上。
在五道梁拍到第二个礼拜的时候，我感觉我的肺部仿佛中了两枪，两个伤口从前胸一直贯通到后背，
令人发狂的疼痛彻夜不停地折磨着我。
    剧组从一百零八人减员到六十多人，每天都有人一头栽倒，被紧急送下山。
留在山上的人都有一个显著的幸福特征，脑袋逐渐变大，肿得跟紫茄子一样。
在这样惨烈的局面中，藤井树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她不但活了下来，而且越来越健康、吃嘛嘛香。
我们不多的口粮碰到这样坚韧的朋友，真是悲剧。
她真的是——我们所有人都齐赞——高原的一朵奇葩。
    她在现场，白天热火朝天地和各种藏族巡山队的小伙子谈笑，热火朝天地和摄影组的帅哥们聊天；
晚上热火朝天地和我们在兵站外小餐馆涮各种白菜、大口喝青稞酒、大声唱歌；深夜陪着剧组病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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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护站打点滴——大声和护士聊天⋯⋯    这不会是假象吧，我猜她不但没好，应该彻底病了。
    有一句话是说这种症状的：自从得了精神病，心情开朗多了。
不会是高原缺氧让她彻底神经了吧——我暗忖。
    她其实一直没有脱离危险，嘴唇已经是黑紫色，脸型也成功地从南瓜子升级做了南瓜。
每天晚上兵站医务站都会给她准备一整瓶医用的氧气瓶，钢罐，一人多高，斜支在她的床边，供她很
奢侈地整夜使用。
我们探视她的时候，都流着口水凝视着她——身边的氧气瓶，心想，丫怎么还不走呢，这氧气瓶就可
以——这是五道梁地区唯一的医用氧气瓶。
    她是坚持到了最后一刻，坚持到了我们完成了可可西里腹地楚玛尔河地区的全部拍摄结束的那天，
她才离开了我们。
    她走的那天，剧组所有的小伙子都和她拥抱了，她貌似哭了，惹得很多人都哭了。
    当看着她的车在戈壁滩上拉着一条浓烟越走越远的时候，耳边似乎又响起了她高亢嘹亮的笑声，一
瞬间很多人突然明白了她这段时间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意味着什么。
    后来《南京！
南京！
》的时候，她又出现了，那次她号称是来看圆圆的。
    再后来，《王的盛宴》的时候，她又出现了，这次她和秦岚打得火热。
    看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见证了成长。
    藤井树，就如同她的笔名，她的成长，就是一棵小树的成长。
她总是用最热诚的心去拥抱友情，拥抱感情，几乎毫不设防，所以行业中形形色色的人都和她成为了
朋友。
    这本影评是她心灵的文字，我知道是她用心写的。
我就不对她的影评进行吹捧了，反正中国电影走到今天这个状况，影评人起了一部分坏作用。
很多影评要么是坟头的花圈，要么是鞭尸的刑具，要么就成了被收买的旗手。
藤井树的影评让我看到了很多不同。
有什么不同，大家自己去看。
    其实我更希望这部书能让大家看到一个作者的心，一颗温暖的爱电影的心。
我不想说她是伟大的影评人，我知道她心中有这个目标，她在走向那个目标；不过她内心泛滥的仗义
和友善，经常会让她混淆对电影的热爱和理性评判的界限；但是她会迅速清醒，因为电影，永远是她
心底不变的底线。
    她在我心中，代表着永远爱电影的那一群人。
她是我的好友，也是我的镜子。
    再长的序，也有终结的时刻。
    这篇序写到这里，我对自己很失望，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完整描绘出藤井树的十年；我没有描绘出我
们的友谊，以及这种友谊见证的我们爱电影的岁月；我突然意识到我甚至不知道藤井树的本名。
我曾经听说过一次，非常诡异的感觉，那个名字过于庸常，我想我一定是从我的记忆中刻意地抹去了
。
她在我心中应该只有一个名字：藤井树。
    真正的老友，应该一起扛过枪，也是知道对方受过多少伤；显然我知道不少，且都是硬货。
但是她心底的爱和善意，让她能一次次修复和重生；她拥抱生命的双臂从来没有放下来过。
这一点，她深深地感染着我。
    电影人老了老了的时候，经常会有沦落街头的结局。
我设想很多年后，在某个寒风刺骨的冬季，我会在一个桥洞下写上几页回忆录，然后寄给藤井树，让
她看着给钱买走。
在信的结尾，我会特别用红色的原子笔写上：你、r如果不给钱，我就把这几页手稿出版在某个闹市区
的墙壁上。
想象着她接到信的样子，让我总是有一种特别踏实、特别开心、特别温暖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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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和藤井树做朋友十年的感觉。
    2012年10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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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纸间映像》为我国资深影视评论人藤井树，积数年之功，倾心打造的经典影评作品集结本。
书中首次曝光了作者十二年来在影视道路上的所见所感所思。
全书共七辑，分别冠以“青春”、“禁忌”、“浮生”、“幻爱”、“感官”、“天真”、“城市”
主题，内容涵盖中外影片近百部，不限作品国籍与出品日期，选取震撼心灵的银幕佳作，用文字细细
解读。

藤井树的影评作品个人风格强烈，角度独特，观点敏锐，笔触纤细，字里行间充斥着知性之美与文艺
气息。
作为一部赏析类作品，其本身也是一部值得赏析的佳作。

海报：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纸间映像>>

作者简介

藤井树，女，天蝎座，居上海。
资深影评人，从2000年开始写影评，曾在诸多媒体开设影评专栏。
2011年3月，创立上海最具人气和影响力的白领影迷社区“藤井树观影团”，每月组织观影，分享关于
电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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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十年藤井树／陆川 序二有爱／胡歌 私·青春 《玛丽亚的星期天》：愿上帝与我们同在 《青春残
酷物语》：青春太长，人生太短 《关于莉莉周的一切》：网络少年杀人事件 《青少年哪吒》：我们
无法离开 《玫瑰少年梦》：世界的错位 《恋恋风尘》：一生最初的迷惘 《失恋33天》：空窗期励志
手册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致我们逝去的青春 《情书》：藤井树的故乡 《音乐人生》：
少年音乐家的烦恼 《黑暗之光》：生命原本如此 《山楂树之恋》：小葱拌豆腐也很可口 《观音山》
：世界尽头的孤独与暖意 私·禁忌 《霸王别姬》：是宿命的注定，还是今生的真相 《御法度》：欲
望是最大的罪孽 《战场圣诞快乐》：我们都是如此渺小 《黑天鹅》：灿若烟花的天鹅之舞 《晚秋》
：一场无法定义的邂逅 《断背山》：你怎么可以离开 《弓》：老人，女孩与海 《黑店狂想曲》：后
现代的狂想阴谋 《狸御殿》：幸好还来得及 《革命之路》：文艺女青年的绝望人生 《三月的狮子》
：在结冰与开花间 私·浮生 《天与地》：细沙入眼 《战马》：一匹马的战争史诗 《王的盛宴》：理
想主义者的挽歌 《我的爱人，你的死神》：如果死亡有时 《郎在对门唱山歌》：郎情妾意，回味无
穷 《让子弹飞》：姜文进城了 《梅兰芳》：其实陈凯歌才是十三燕 《千里走单骑》：在路上，不如
不上路 《白鹿原》：一声叹息 《神探亨特张》：非常靠谱 《桃姐》：于细节处见真情 《夺命金》：
悲凉残酷的现实寓言 《小东西》：犹如白纸，无限风光 《海上传奇》：唱到骨子里的岁月之歌 私·
幻爱 《八月照相馆》：风和日丽，宁静致远 《再吻我一次》：意大利版《将爱情进行到底》 《一天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东京日和》：生活本身的纯粹伟大 《闰年》：爱在他乡颠沛时 《爱情重
伤》：男女很容易，爱情很难 《旺角卡门》：相忘于江湖 《最好的时光》：怎样才能在一起 《爱上
爱情》：爱是不隐瞒 《大婚告急》：当闺密变情敌 《美得过火》：对你来说她太美 《单身男女》：
都市灰姑娘的白日梦 《春娇与志明》：爱情总有分分合合 私·感官 《阿凡达》：不能在家里看的电
影 《盗梦空间》：梦是最真的现实 《碟中谍4》：阿汤哥，RUN！
RUN！
RUN！
 《大侦探福尔摩斯2》：大叔卖萌，势不可当 《玩命追踪》：一场《七宗罪》式的警匪追逐 《通缉令
》：子弹狂想曲 《龙门飞甲》：徐克归来 《夜宴》：一场形式主义的死亡 《武侠》：其实很反“武
侠” 《新少林寺》：有情有义的功夫少林 《窃听风云2》：这场赌局，没有赢家 私·天真 《小鞋子》
：天堂的小孩  《烟花》：只为寻找一个答案 《菊次郎的夏天》：天使必定存在 《梦幻村庄》：哥儿
俩好哇  《舞动人生》：给比利·艾略特的一封信 《爱丽丝梦游仙境》：失望与期待 《里约大冒险》
：有一种电影，名叫梦想 《功夫熊猫2》：又一封写给中国的情书 《黑猫警长》：记忆重组 《猫头鹰
王国：守卫者传奇》：随梦想而飞 私·城市 全球：城市光影浮掠 上海：光阴的玫瑰 北京：皇城乐与
怒 台北：梦想在继续 香港：为电影而生 附录对话·电影·藤井树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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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私&bull;青春《玛丽亚的星期天》：愿上帝与我们同在【影片档案】导演: 贝利特&bull;内什姆编剧: 贝
利特&bull;内什姆 /莱塞&bull;格鲁姆/雷登&bull;诺特维德主演: 玛丽&bull;泰森/ 比约恩&bull;桑德奎斯特
/希尔蒂格&bull;里瑟制片国家/地区: 挪威上映日期: 1997-11-28不算新的挪威电影，看完以后在黑夜中
独自回家时，我一遍一遍问自己：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上帝？
我们究竟靠什么而耐心地活下去？
15岁的少女玛丽亚，父亲是一个神父。
这个家庭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是极漂亮的小孩，玛丽亚是其中的老大。
故事的展开是因为玛丽亚还有684个小时就将接受洗礼成为真正的基督徒，这之中有她的种种挣扎和逃
离。
因为有少女成长的过程中复杂而难以言传的情感经历，因此没有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部片子我会喜
欢。
其实，我觉得本片并不是以表现宗教对人性的禁锢为主要目的，在我看来，影片要说的是一个人在成
长的过程中最初产生的对这个世界的质疑、对社会的理性认识和青春期的骚动与成熟。
玛丽亚在这684个小时中完成了她整个生命最重要的转折轨迹，从起初的迷茫到最后的挣脱与回归本性
，她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上帝。
我很佩服本片的导演，他在运用镜头的时候节奏感控制得很好。
整部片子始终弥漫着压抑和沉闷的氛围，借着上帝的名义对人性欲望进行最残酷的遏制。
玛丽亚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完全被夸大化的反面人物形象：满口的教义仁慈，上帝仿佛与他同在，甚
至他就是上帝的化身。
他在影片中从来没有笑容，一张几乎没有表情的脸的背后却同样是一颗充满了欲望的
心&mdash;&mdash;这让我想到了《荆棘鸟》里的拉尔夫。
事实上在看此片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想到《荆棘鸟》的故事，而杜哈姆小姐多么像麦琪，她们都
爱上了不该爱的男人。
幸好玛丽亚的身边有杜哈姆小姐的存在，这个小姑娘最终的挣脱，其中很大的勇气来自杜哈姆小姐的
死亡，这个女子是本片的唯一亮点。
我想一个女孩子要长成一个有智慧、有气质、心灵优雅美好安宁的女人，她的生命中一定要有一个具
备了这些品质的女人的存在。
在青春期内心最迷茫动荡的时候给予她无尽的关爱和注视，让她慢慢擦去因为成长而变得雪亮的眼睛
所看到的肮脏，并消退那些使心疼痛起来的乌青块。
我想起了我的青春期的混乱和怀疑，幸好我有陈丹燕和张爱玲的美好文字的陪伴，有陈丹燕细腻温柔
的声音在每个星期天的下午从《十二种颜色的彩虹》里传出来，放巴赫温暖湿润的曲子。
而玛丽亚的杜哈姆小姐也对她这样谈起巴赫的音乐，跟她一起在没有首饰和化妆盒的日子里用牛奶瓶
的锡箔片当耳坠，偷偷地涂口红，做一切使心灵丰盈起来的事情。
这对玛丽亚来说多么重要。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导演用杜哈姆小姐传达着自己的意愿，他通过对准她的镜头来指引和塑造玛丽亚
，甚至不惜以死亡为代价让他的指引得以实质性地成功，就像烟花幻灭的一刻必然发出最璀璨夺目的
光。
杜哈姆小姐看不到希望的死，实际上给了玛丽亚清醒震惊的理由。
从这个时刻开始，这个小姑娘睁开了眼睛，理智独立地看世界。
于是她心里的那个上帝随之复活，她不再需要那个强加给她的外在的虚伪的上帝的名义。
湖是影片中一个很重要的意象，湖的周围是一个仿佛世外桃源似的美丽景色。
四周都是树，浓绿灿烂，中间躺着一片透明安宁的湖。
这让我想起村上春树的小说中的&ldquo;世界尽头&rdquo;，那个小镇的森林就该是这种模样吧。
金毛狮子们喝水的地方，我的影子逃离的地方，都是这样的一片看似安宁的湖。
在影片里杜哈姆小姐告诉玛丽亚，游泳和水能够给人带来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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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最后杜哈姆小姐选择在湖水中死去，而玛丽亚跟她的告别也在湖边完成。
她们都是忠于自我的人，她们的心在那个没有自由的天地里如此艰难地飞翔着。
尽管那么难，那么累，可还是尝试着做出种种挣扎和不甘。
疼痛在所难免，所谓个体的独立完整其实并不需要外在强加的道德准则约束。
我们看到教堂中跟玛丽亚一起听讲的人都是没有表情的脸，如果这样就叫虔诚和解脱，那么我宁愿一
辈子做自己的主人。
玛丽亚青春期的骚动是整部片子主题的切入口，一个女孩子对于性最初的渴望和臆想在影片中得以细
腻地呈现。
而和那些来了月经仍然做爱的女孩子们相比，玛丽亚纯洁得叫人心生怜爱。
影片里不止一次拍她坐在教堂听讲时，脑子里却想着种种放肆的念头。
这种口是心非的模样可能跟她周围每一个看似虔诚的人是一样的状态，甚至玛丽亚的父
亲&mdash;&mdash;同时也是杜哈姆小姐心头的痛&mdash;&mdash;这个道貌岸然的家伙何尝不是？
让我憎恨的虚伪男人。
注意到影片中有几处刻意拍教堂的镜头，由远及近，从外到里。
天空阴霾潮湿，笼罩下的教堂格外冰冷，造成特别疏远而压抑的视觉体验。
王国维说&ldquo;一切景语皆情语&rdquo;，我想导演用这样的镜头就是要传递教堂所代表的、用上帝
的名义对人性本能的禁锢而造成的郁闷和压迫。
当宗教成为一种可被利用的手段时，和政治很像，堂而皇之的理由下掩埋着最卑劣肮脏的目的。
人就变得特别无助，一切正常的本能都是禁止嘲讽的对象，而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中比比皆是。
影片的最后，玛丽亚拒绝接受正式的洗礼，她心安理得地在众目睽睽之下留给她的父亲一个清晰的背
影。
电影第一次响起了明快的音乐，有了亮晃晃的阳光，一个健康、自由、独立、清醒的小姑娘满面春风
地一路走来。
哦，她是那么美，那么快乐。
我仿佛看见了她心里进驻的上帝的笑容，这个才是她要信仰和遵循的上帝啊！
那么，银幕前的我们呢？
已经走过了青春期的我们，早已放弃了当初对世界质疑的勇气，变得温柔而麻木。
我们心里的上帝已经慢慢沉睡，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性地过着日子，如流水一般眼睁睁看着每一天从指
缝中溜走。
懒惰的我不想去争取和挣脱什么，我对自己说，我长大了我才这样冷静和理智。
可是事实上，我是再也没有了抗拒的勇气，我心甘情愿地被生活吞噬着。
玛丽亚唤醒了心里沉睡的本能的上帝，她终于得到了释放和解脱。
于是，我也希望我有再次唤醒我的上帝的力量，让我得以生动鲜活地感受生活、体验生活。
愿上帝与我们同在！
祝你们幸福，哪怕流泪。
《青春残酷物语》：青春太长，人生太短【影片档案】导演: 大岛渚编剧: 大岛渚主演: 桑野美雪 / 川津
祐介 / 久我美子制片国家/地区: 日本上映日期: 1960-06-03第一次看大岛渚的作品，是这部《青春残酷
物语》。
在一个没有阳光的午后，一个人躲在家里看，心情本来就不好，结果看得想自杀。
仿佛回到了那段混乱慌张的日子，不负责任的张狂和叛逆，莫名其妙的不满和烦躁。
当电视机里出现那几个血淋淋的大字时，我知道大岛渚不会给我留后路，就像影片里的人必须得死一
样，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了结局。
大岛渚很张扬，这部片子拍于1960年，是他的第二部作品，年少气盛的感觉充斥其中。
我不清楚这部片子的背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时代背景，可是我却直觉地感到导演用此片在做某种呼喊
的尝试。
就像当年鲁迅用文字为先驱勇士们呐喊一样，大岛渚或许是用影像在60年代初发出了尖锐的声音，企
图唤醒还在沉睡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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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让他们醒来战斗，而是让他们知道生活的安逸和平不是可以堕落烦躁的理由，青春的挥霍到头来
承担后果的绝不仅仅是个人！
影片里藤井清和真琴是一对被刻意凸显的年轻人，整部片子就是围绕他们的恋爱展开的。
影片的开始有一个场景让我久久难忘：清和真琴来到东京湾的木材场，清在木材堆上想与真琴接吻，
当真琴挣扎时，清把她推下了水。
真琴在水中挣扎，清在岸上冷眼旁观，她每一次想抓住木材都被清用脚推开。
终于当她筋疲力尽时，清把她拖起来。
两人在光天化日下发生性行为，镜头从地上移到空中，再次回到地上时，是真琴衣衫不整躺着的画面
。
他们的开始就是这样，性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不要以为大岛渚在此片里有什么特别露骨的表现，事实上对性他倒是有节制的。
毕竟不是后来70年代的《感官世界》，本片里的性不是他着力刻画的重点。
他刻画的是这对年轻人身上带有的没来由的焦躁和不满的情绪，还有他们在一起时无序的生活状态。
清和真琴不久就同居了，他们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收入，于是清想出了用美人计骗钱。
说实话我真的非常讨厌这个男人，他从来没有想过老老实实地工作生活，满脑子就是歪门邪道。
他并不是真的爱真琴，他还跟一个有钱的老富婆睡觉拿钱。
当真琴有小孩时，他终于慌张起来。
影片中另一个让人难以释怀的场景出现在真琴去堕胎时，大岛渚让两对着力刻画的不同时代的年轻人
在同一空间相遇&mdash;&mdash;真琴的姐姐和她曾经的爱人，真琴和清。
前者的青春期是保守而传统的，他们也有叛逆和抗拒，但是他们更多地被社会和时代包围着，他们自
己认识到这种禁锢，但是已经太晚了。
而真琴和清则是放肆自由的，他们莽撞并不计后果地挥霍着手里的青春，以为这样就是生活，可是终
究还是得付出惨痛的代价。
想起张爱玲在《年青的时候》里写道：只有年青人是自由的，年纪大了，便一寸一寸陷入习惯的泥沼
里。
不结婚不生孩子，避免固定的生活也不中用。
孤独的人有他们自己的泥沼。
只有年青人是自由的，知识一开，初发现他们的自由是一件稀罕的东西，便守不住它了，就因为自由
是可珍贵的，它仿佛烫手似的&mdash;自由的人到处磕头礼拜求人家收下他的自由。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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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那么喜欢看电影？
我想或许是生活本身太平淡了，于是就想在电影里过过瘾。
看一场电影，做一场梦。
散场了，梦醒了，才有力气继续活下去。
这种感觉就好像陈丹燕的书里写的那样，因为自己很无能，所以就总是幻想变成一个无所不能、呼风
唤雨的巫婆，能飞檐走壁、行侠仗义，结果到头来发现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是眼睁睁看着日子一
天天从指缝中溜走，悲从中来。
    幸好，我们还有电影。
    其实看电影从来都是很私人的事，喜欢或者不喜欢，你所感受到的那些情绪，都来自你的经历。
所以我的博客标签是：我们看电影，其实是在看电影里的自己。
    而我写电影，写的亦是自己。
    我不是电影专业科班出身，不懂技术，更没拍过电影。
从十二年前在“电影红茶坊”(网络论坛)贴出第一篇影评开始，我写下的这些关于电影的文字，全都
是关于我自己的生活。
我的悲喜起伏，感动或者厌恶，所有一切都忠于内心。
或许这些都不能叫作影评，称为观后感可能更合适。
但这并不妨碍我热爱电影，并且这辈子都会一直爱下去。
    印象中真正爱上电影，应该是1994年，那年我高一，去影院看了一部王家卫的电影《东邪西毒》，
彻底拜倒！
原来武侠片还可以这么拍啊，原来电影可以是这样的啊。
这之后就跟中了毒一样，整天沉溺于影院和各种碟市中。
从VCD到DVD再到如今的在线视频，从2D到3D再到IMAX一3D，银幕尺寸和观影模式在变，不变的
是，我对电影的爱。
    好了，终于有勇气把过去这些年来对电影的爱拼凑成一本书了，不知道书那头的你，是否和我一样
，也那么喜欢电影。
无论如何，都感谢这一路的相伴、鼓励与分享。
在网络，在现实，在世界每个角落。
    这本书里是我2000年～2012年间写的电影文字精选，一部分集中写于2000年～2002年，另一部分写
于2009年～2012年，可能文字风格上不太统一，但情感绝对真挚，都代表当时当刻我最真实的感受。
至于选片的角度，则有一定随机性，在整理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那些片，我并没有写，比
如《可可西里》、《燕尾蝶》、《我们天上见》、《东邪西毒》、《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等好多，
都没写过。
这就像对于最爱的人，言语总是过于苍白。
所以，现在写的这些片不代表我真的都喜欢；但没有写的那些，也不代表我不喜欢。
    2011年3月，我成立了以我的名字命名的“藤井树观影团”，期望能找到一群和我一样热爱电影、喜
欢看电影，并且谈论电影的朋友。
至今，这个观影团一直在坚持每个月不定期地组织观影。
把优秀的国产片推荐给更多人，同时也把爱影人聚集在一起。
    最后要谢谢这本书的出版工作人员。
谢谢多年好友陆川导演和胡歌先生，谢谢贾樟柯导演、彭浩翔导演、宁财神先生、高圆圆小姐、李霄
峰先生、顾小白先生等，拥有你们的支持，让我倍感温暖！
    当然最感谢的还有我最爱的岩井俊二导演，因为没有他，就没有“藤井树”。
    祝所有人在电影中，尽兴！
    2012年9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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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很奇妙中国有一个爱电影的藤井树，而她还给我写了一封情书。
    ——岩井俊二    藤井树用真性情看电影，用真性情写影评，最可贵在于一个“真”。
十年弹指一挥，相信下一个十年还能被树小姐的文字打动。
    ——贾樟柯    藤井树以其清新隽永的文字笔触，拼凑出胶片下的感官世界。
    ——彭浩翔    热情、真挚、感性，这是我所认识的藤井树，也是她写出的电影世界。
    ——高圆圆    藤井树的影评，文如其人，率性，练达，诚意十足。
最可贵的是她不偏科，商业片与文艺片都能兼顾，不装十三，不装内行，不使大词，这是最好的观影
状态。
    ——宁财神    藤井树的文字与经历浓缩了我们这一批电影青年的梦想与坚持，她让藤井树这个名字
从一个电影角色变成了一个强大的见证者，见证了一个人是如何把电影融入到自己的生命，从而成为
一体。
    ——李霄峰    十年一梦，也只有尚存之梦能拯救一个又一个十年。
这本藤井树的私人梦境集既是中国电影的镜子，更是你我的心境。
对镜自照，心境万千，你我还是你我吗？
    ——顾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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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纸间映像》编辑推荐：藤井树十二年影评作品首次集结出版；陆川、胡歌 倾情作序；贾樟柯、彭浩
翔、高圆圆、宁财神、顾小白、李霄峰  联袂力荐；特别推荐人：岩井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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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很奇妙中国有一个爱电影的藤井树，而她还给我写了一封情书。
——岩井俊二藤井树用真性情看电影，用真性情写影评，最可贵在于一个“真”。
十年弹指一挥，相信下一个十年还能被树小姐的文字打动。
——贾樟柯藤井树以其清新隽永的文字笔触，拼凑出胶片下的感官世界。
——彭浩翔热情、真挚、感性，这是我所认识的藤井树，也是她写出的电影世界。
——高圆圆藤井树的影评，文如其人，率性，练达，诚意十足。
最可贵的是她不偏科，商业片与文艺片都能兼顾，不装十三，不装内行，不使大词，这是最好的观影
状态。
——宁财神藤井树的文字与经历浓缩了我们这一批电影青年的梦想与坚持，她让藤井树这个名字从一
个电影角色变成了一个强大的见证者，见证了一个人是如何把电影融入到自己的生命，从而成为一体
。
——李霄峰十年一梦，也只有尚存之梦能拯救一个又一个十年。
这本藤井树的私人梦境集既是中国电影的镜子，更是你我的心境。
对镜自照，心境万千，你我还是你我吗？
——顾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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