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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直想做一本饱含现实关怀和理论体认的电影书，既不同于坊间流行的电影杂志，也不同于各种电影
书籍，它既不是电影资讯类软读物，也不是严格意义的经院式电影研究类著作，而是以富有批判性的
电影和文化理论，研究和审视电影文化现象，对当下电影以富有建设意义的批评和研究，引导电影研
究的方向，让电影研究者/创作者和爱好者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路径。
    戴锦华教授和她的北京大学电影·文化研究工作坊坚持电影/文化研究和批评已经15年了，在学界影
响广泛而深远。
两年前，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每年组织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已经举办
了两次，把当前海内外最富有活力和影响力的电影研究专家聚集在一起，讨论和研究电影和文化的理
论与现实，这些论文也正在编辑出版的过程中。
每年一次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研讨的未必仅关涉当下，所指或许更深远，因此我们需要一本更迅疾的
电影书，把我们对电影批评的声音集中地传达出去，尤其是对当下电影文化生态的整体描述和批评。
我们也希望以此为依托，凝聚海内外关注电影尤其是中国电影的青年学者。
    去年冬末，滕威从南方回京，戴老师、她和我又聊起这个想法，竟然一拍即合，商定由戴老师和我
主编，设计全书整体架构；滕威担任第一年的执行主编，负责成立编委会、组稿编辑等具体事项。
三天之后，编委会宣告诞生，未及庆祝就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中。
不到一个月，我就收到了本书的提纲和目录。
大家广发“英雄帖”，向海内外的年轻学者约稿。
为了突出“year book”的时效性，我们还要求尽早截稿，追求质量的同时保证速度，这的确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但毕竟我们对自己有着更高的期盼。
    现在，这本能表达我们对电影关注和理解的书终于面世了。
我们基本从电影研究(Film Studies)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理论视角来进入当下的电影批评。
文化研究在国内国际的发展、电影研究在这一生机勃勃的领域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给当代学者提供
了研究与考察电影与大众文化新视角和新方法。
这本电影书贯穿了几个关键词：当下、理论、学术、前沿、资讯。
既有全球电影文化版图：中国电影、亚洲电影、好莱坞电影、欧洲电影、拉美电影；也有电影现场：
前面“年度访谈”以对话的形式来呈现本年度电影的整体情况，后面的新片点评/年度大事记等提供了
全面的电影资料；有大师纪念亦有新人关注，这些对研究本年度电影具有重要意义。
希望这本书每年出版下去，成为电影研究的一流标杆，并逐步成长为电影研究与批评领域最有影响的
电影手册；亦希望本书的出版能进一步推动对当代电影与文化的思考及研究。
    当然，由于时间仓促，遗憾终难避免，但我们尚待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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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透过光与影的缝隙，我们看到了世界的一角，但五色斑斓的影像又是如何折射或操纵这个时代的
集体无意识？
《光影之隙:电影工作坊(2010)》的作者大多身在学院，笔下的文章却绝非自我囿闭的“纯学术”；书
中辩谈的话题，充分体现了他们以电影言志、介入当下的心愿，具有深广的全球视野。
2011已倏忽半程，此时转身回望，既是总结，亦是前瞻，期望这个文本敞向更大的文本，烛照这个世
界的症候，成为激活新思想的“马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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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锦华，曾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现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北
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博士生导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兼职教授，并曾在美国。
欧洲、日本、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数十所大学任客座教授，从事电影、女性文学和大众文化的
研究，专著有《浮出历史地表现代中国妇女文学研究》《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涉渡之
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电影批评》《性别中
国》和Cinema
and Desire:A Feminist Max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Dai Jinhua's
Works等专著十余种，译有《蒙面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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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缘起／高秀芹
2010年度电影访谈／戴锦华、张慧瑜
国片大典
　《孔子》：暖昧的遭遇战／贺桂梅
　《狄仁杰之通天帝国》：权力的叙事和美学／孙柏
　《决战刹马镇》：一种文化解读／胡谱忠
　《唐山大地震》：大众文化的遗忘机制与炼金术／邹赞
　《山楂树之恋》：此情不关风与月／刘斐
　《日照重庆》：作为隐喻的寻找／徐德林
　《赵氏孤儿》：一次全方位的撤退／李玥阳
　《让子弹飞》：“子弹”为什么会“飞”?／张慧瑜
　《非诚勿扰2》：中产幻象、叙事黑洞与意识形态混茫／聂伟
欧洲一瞥
　寻回失落的房子：欧洲电影的某种新倾向／李小白
好莱坞魅影
　《拆弹部队》：反英雄的英雄主义／于洪梅
　从《星球大战》到《阿凡达》：科幻谍影与文化领导权／刘岩
　《盜梦空间》：理论演武场／戴锦华
亚洲天空
　“新新台湾电影”中的台湾再现／李政亮
　《我的名字叫可汗》：弱者的姿态／李松睿
　《没有男人的女人》：鬼影幢幢的历史书写／赵柔柔
　《诗》：“政治”的，太“政治”的!／金正秀
　面对死亡的态度：解读2010年度韩国电影的哀悼与优郁／金正求
影像拉美
　《后院》：全球化时代的女性梦魇／滕威
　报道委内瑞拉：查韦斯、媒体与大众政治／魏然
记录现场
　《1428》：中国观察式纪录片的危机与转机／张钊维
　《海上传奇》：貔貅之眼下的历史记忆／刘岩
作者回眸
理论武库
海外速递
新片点评
写在后面
本书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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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以弱化“个人（主义）”曾经在美国主流文化中所承载的巨大份额。
对此，尽管我们可以印证诸多的影片以为互文佐证，但最好的参正文本，也许还不是其他好莱坞电影
，而是在金融海啸重创下、临危受命的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的就职演说。
在这份激扬顿挫的演说词中，几乎令旁观者触目惊心的是，曾经成为美国文化标志的个人主义、个人
奋斗、个人权利及以此为支撑的“美国梦”之语词几乎全然消隐，取而代之的却是同舟共济、携手同
心、相濡以沫、分享艰难。
因此，尽管仍有《社交网络》之类的新科亿万富翁的故事快闪着新版美国梦，但社会主旋律却是《在
云端》式的“小团圆”的结局：并非游走空中的男主人公获取真爱、并因此而得救，相反，只是他通
过为胞妹圆梦，重新拥抱了自己的血缘之家。
稍作细查，即可发现，《盗梦空间》结构着一个父子关系的套层。
回顾其情节，贯穿全剧的是主人公道姆.柯布的亡命天涯与归家之路，而实现其梦想的唯一可能便是达
成梦中的“植入”：令百万富翁孱弱的继承人心甘情愿地解体父亲留下的资本帝国；这一不可能的任
务能否达成的关键，则是年轻的继承人是否在梦中、准确地说是在梦的“深处”，“亲历”一场冷漠
、紧张的父子关系的温情大和解。
全剧的动作、戏剧、造型高潮中发生在加拿大雪原或曰梦境的第三层中；“最后一分钟营救”便是在
梦中、百万富翁的弥留之际，在主人公柯布彻底沉沦灵泊之前，在唤醒之大爆炸轰毁一切的千钧一发
时刻，为继承人续上父亲最后的遗言：不是面对不肖子的最终绝望，而是殷殷父爱。
于是，剧情中的一次商业阴谋、一次潜意识领域的犯罪，成就的是双重父子深情与父子团聚，一处相
互映照的镜像结构，同时成为戏剧引爆点、愿望达成的困境突破点与目标结局的同义自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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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10年，中国在电影市场再次缔造“发展神话”——年产故事片526部，较2009年增长15％；全年内地
票房破百亿，较2009年增长63.9％，其中有17部跻身“亿元俱乐部”。
这一年，终将会载人中国电影史册。
灾难、历史、探案、功夫、言情、神话、职场，无论什么故事都过亿；视觉奇观、质朴白描，无论怎
么拍都赚钱。
百舸干帆，看上去千姿百态，实际上共同构建着新主流文化。
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好莱坞、欧洲艺术电影、第三世界电影，我们更深刻地体察到中国电影在全球化
语境之中的“例外”与“常规”之处。
因此，激发我们批评与写作热情的却并非史无前例的票房奇迹，而是对中国电影/文化/社会现实执著
不变的探寻与追问、质疑与警醒的立场。
我们来自不同地方——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纽约、伦敦、首尔、台北⋯⋯我们出自不同学科—
—电影、文学、社会学、传播学⋯⋯我们从事不同职业——教师、学生、广告人、媒体人⋯⋯但我们
分享相近的社会立场，或理论视野，或问题意识，或电影品味。
我们在这里聚集，为的是呈现不同于产业研究、个人经验、商业影评、学院论文的另一种电影批评，
它的理论化是文化研究式的，因而当下、介入、批判是它的特征，拆解主流文化、寻找新的可能是它
的诉求。
事实上，戴锦华教授独特而凌厉的电影与文化研究开辟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曾经我们追随学习，如
今我们付诸实践。
本书的酝酿、组织、写作以及编辑的每一步，亦都是在戴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
我们希望一年一度“电影工作坊”的写作、编辑与出版能成为大家共同直面当下现实、并肩战斗的过
程。
至此，必须向北大培文的高秀芹师姐致以衷心谢意，没有她的魄力与信任，我们将永远停留在纸上谈
兵。
同时，也要感谢培文的周彬，他的高效、专业、认真都是编辑中的楷模，我们能得他相助，实在是幸
莫大焉。
    作为一本“year book”，我们选择的是2009下半年至2011年贺岁档全球最具话题性和症候性的影片，
因此体例上按照时空结合的原则编排：版块设计突出空间的涵盖，各版块内文章排序则按上映日期。
为了保证文章质量，避免成为圈子刊物，我们采取执行主编轮换制及匿名评审制。
因此，年书的主题、版块、作者不会一成不变，每年都会有些新想法、新面孔。
当然，我们非常期待正在阅读的你，能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无论投稿、批评、质疑、切磋，敬请致信yearbookpku@163.com。
    2011年3月于广州小谷围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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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对电影批评的期待，是一份有效的批判，一份有创意有洞见的分析，所谓理论演武场可以是一份有
趣的学术和思想的游戏，但也是一份严肃的质询和建构的尝试。
去寻找和建构别样的可能，去尝试激活电影自身曾经蕴含并继续负载的巨大的文化、艺术与社会的潜
能。
批评，同时也可以成为一份介入，一种创造。
    ——戴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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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光影之隙:电影工作坊(2010)》：我对电影批评的期待，是一份有效的批判，一份有创意有洞见的分
析，所谓理论演武场可以是一份有趣的学术和思想的游戏，但也是一份严肃的质询和建构的尝试。
去寻找和建构别样的可能，去尝试激活电影自身曾经蕴含并继续负载的巨大的文化、艺术与社会的潜
能。
批评，同时也可以成为一份介入，一种创造。
——戴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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