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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影》

前言

感谢玺璋那些让我陷入思考的文字张艺谋我最早认识玺璋，是通过阅读他的评论文章。他的观点尖锐
，目光犀利，又不故作高深，分析问题有道理、接地气，充满真知灼见，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因此就
记住了这个名字。从1986年的《老井》到2011年的《金陵十三钗》，其间二十七年的漫长跨度，玺璋
的评论始终审视着我的电影，犀利的目光贯穿我从影以来的整个历史。从这个角度讲，解玺璋真可以
算作是老朋友了。他说真话、说实话，始终坚持独立的价值判断，执著不懈，掷地有声，保护着评论
的高质量，使我对这位陌生的老朋友保持着由衷的尊重和敬意。今天的中国，即将成为世界上的最大
消费市场。中国的电影产业也在飞速发展，但究其创作水准，还要漫长的道路要走。我们不仅缺好作
品，也缺少独立而有质量的评论。许多有水平的评论者不屑于把时间浪费在影评上，认为那是娱乐圈
的是是非非；还有些所谓的影评人被制片公司或集团拉拢，成为收买下的宣传工具。因利益而摇旗呐
喊，这本身就是学术和评论上的腐败。社会焦点经常在声讨祸国殃民的贪官，其实文化观念上的清洁
同样重要，甚至是更为重要。它涉及到价值观的维护和文化的未来。水军或者网络暴力，使电影圈具
有表面的热闹，但加剧了标准的混乱，到最后变得成王败寇，只以票房论英雄。中国电影迫切需要建
立良好的评论体系，否则，价值观的缺损会进入恶性循环。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重重，“良好
的评论体系”需要漫长的时间去一步步建立，还不知道结果如何，所以许多事情只能先从个人做起—
—这就是玺璋体现出来的价值。我们的社会需要独立和犀利的影评人。当然，所谓客观其实很难做到
，即使不为追逐名利，每个写作者都难以摆脱自己的立场和偏好，不能保证臧否得绝对公正。越是如
此，那些力求公正、具有水准并保持自省的评论者，才越难能可贵，时代特别需要解玺璋这样的“独
行侠”，需要他们的独立与勇气，需要他们的提醒与鞭策。玺璋要出书，让我写几句话，我欣然从命
，也借此感谢玺璋多年来的关注与批评，感谢他的鼓励，感谢他那些让我陷入思考的文字。从这些文
字中，我可以感觉出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是具有社会良知和责任的知识分子。修辞立其诚，文字之
所以忠直，是他首先把文字当作照见自己内心的镜子，有一种情操上的自律，才能我手写我心，进而
直指人心吧。2013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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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影》

内容概要

《梁启超传》作者解玺璋最新作品，30年中国电影回望之路，20位导演光影之行，著名导演张艺谋首
次作序力荐 。
最客观、最良知的评论角度
最犀利、最独立的电影评论
本书是作者对80年代以来中国多位重量级电影导演及其代表作的评论和访谈录的集结，同时也是对中
国20年电影发展历程的一次回顾。在解玺璋的文字中，在他所描述的电影画面中，我们再一次回望，
跟30年来中国的电影之路交错，重逢，跟20位最具代表性的导演的生命相遇、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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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解玺璋，男，1953年生于北京，文化批评家。曾做过工人、记者、报纸主编，曾担任同心出版社副总
编辑，著有《中国妇女向后转》、《一个人的阅读史》、《雅俗》、《梁启超传》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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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感谢玺璋那些让我陷入思考的文字 张艺谋 我最早认识玺璋，是通过阅读他的评论文章。他
的观点尖锐，目光犀利，又不故作高深，分析问题有道理、接地气，充满真知灼见，给我留下很深印
象，因此就记住了这个名字。 从1986年的《老井》到2011年的《金陵十三钗》，其间二十七年的漫长
跨度，玺璋的评论始终审视着我的电影，犀利的目光贯穿我从影以来的整个历史。从这个角度讲，解
玺璋真可以算作是老朋友了。他说真话、说实话，始终坚持独立的价值判断，执著不懈，掷地有声，
保护着评论的高质量，使我对这位陌生的老朋友保持着由衷的尊重和敬意。 今天的中国，即将成为世
界上的最大消费市场。中国的电影产业也在飞速发展，但究其创作水准，还要漫长的道路要走。我们
不仅缺好作品，也缺少独立而有质量的评论。许多有水平的评论者不屑于把时间浪费在影评上，认为
那是娱乐圈的是是非非；还有些所谓的影评人被制片公司或集团拉拢，成为收买下的宣传工具。因利
益而摇旗呐喊，这本身就是学术和评论上的腐败。 社会焦点经常在声讨祸国殃民的贪官，其实文化观
念上的清洁同样重要，甚至是更为重要。它涉及到价值观的维护和文化的未来。水军或者网络暴力，
使电影圈具有表面的热闹，但加剧了标准的混乱，到最后变得成王败寇，只以票房论英雄。中国电影
迫切需要建立良好的评论体系，否则，价值观的缺损会进入恶性循环。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重
重，“良好的评论体系”需要漫长的时间去一步步建立，还不知道结果如何，所以许多事情只能先从
个人做起——这就是玺璋体现出来的价值。 我们的社会需要独立和犀利的影评人。 当然，所谓客观
其实很难做到，即使不为追逐名利，每个写作者都难以摆脱自己的立场和偏好，不能保证臧否得绝对
公正。越是如此，那些力求公正、具有水准并保持自省的评论者，才越难能可贵，时代特别需要解玺
璋这样的“独行侠”，需要他们的独立与勇气，需要他们的提醒与鞭策。 玺璋要出书，让我写几句话
，我欣然从命，也借此感谢玺璋多年来的关注与批评，感谢他的鼓励，感谢他那些让我陷入思考的文
字。从这些文字中，我可以感觉出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是具有社会良知和责任的知识分子。 修辞立
其诚，文字之所以忠直，是他首先把文字当作照见自己内心的镜子，有一种情操上的自律，才能我手
写我心，进而直指人心吧。 2013年5月18日对话陈凯歌：关于电影《荆轲刺秦王》 解：你是从什么时
候开始打算搞《刺秦》（《荆轲刺秦王》）这部影片的？ 陈：最初只是一个想法，但这个想法可早了
，大约是1987年的时候，滕进贤刚当局长的时候，我就跟他念叨过，说有这么一个想法。但实际操作
起来，甚至包括筹集资金，再把剧本写出来，其实特别费劲。 解：比《秦颂》还要早吗？ 陈：早，
因为《秦颂》是芦苇写的，因为与他合作《霸王别姬》，走的比较近，拍完《霸王别姬》以后，他就
把《秦颂》的剧本给我看了，问我有没有兴趣，因为当时我已经请王培公在写这个剧本，所以我就说
这正好有点冲突，他也没有坚持，就把剧本给了周晓文了。当时等于是平行的，他做的其实比我们还
要晚。可我们一直没能及时地把它做出来，再加上有别的片子要拍，也就没有把精力完全集中在这儿
。真正把精力集中起来是1995年的事。这时才真正的一稿一稿地写。那时我也遇到点障碍，因为王培
公太忙了，他忙于做电视剧的筹划工作，我看这个情况，只好自己接手，所以剧本的最后一稿是我自
己写的。不过从道理上讲，我自己知道，我是不太适于写剧本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和我要拍的这个
东西距离太近了，而且我写了之后，大家不太好批评，很难听到比较真实的意见，导演要怎么拍就怎
么拍。何东讲了一个意见，韶文讲了一个意见，其实我是同意的，像《霸王别姬》，李碧华这个作者
，确实是世俗性比较强的作者，是个鬼才，她过去也是记者出身，而且我很惊讶，有很多地方她并没
有很长时间住过，比如她写北京呀，写上海呀，写得有滋有味的，感觉特别好。最近她写了一批鬼故
事，我一看她对国内所有的城市了解的真是特别精细，到了重庆该吃什么，餐馆叫什么名？有什么菜
，她都从写小说的角度了解得特别清楚。所以说《霸王别姬》的剧本是在一个非常世俗的底子的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故事，所以我做起来就比较得心应手，等于有个互补的作用，我会有一些形而上的考虑
，可剧本本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芦苇也这样，也是非常世俗，所谓万丈红尘中人，这对影片其
实是有帮助。但凡是我亲自写的剧本，都会有这方面的问题。我在大结构里的世俗性就稍微差一点。
现在回头去看许多小说，直接从小说里面取材有一定的困难，因为很多作家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大
家都比较着急，所以还是想用比较笨的办法，从原创的情况可能好一点。这个戏有想法是1986—1987
年，但操作起来是1995年，操作起来就比较麻烦了，遇到了好多障碍，景地无法借用，只有搭景，我
在这方面又比较挑剔，就想尽可能地把景搭的比较真实，原来希望都在河北易县，也签了协议书了，
第一笔钱挺多的也打给人家了，后来发现人家是空手套白狼，是拿着你给的这点钱他再去运作，等到
了筹备期还剩下8个月的时候就发现出问题了，景搭不出来，他没有钱。所以现在到易县你会看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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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影》

时打的基础还在，钢筋水泥的柱子都立着呢，但景搭不起来了。这时突然遇到这个江苏横店的徐老总
，徐是人大代表，到北京开会听说有这么件事，我们就见了一面，因为我们在资金方面是容纳不了这
么大的制作的，没有那么多的钱。跟他谈了，他说，只要把景搭在我们家门口，就没问题。后来我就
和北影的韩三平厂长跑到那里，一看是相当的偏僻，原来是个很穷的地方，离杭州大约三个半小时的
路程，去了之后，一看是一片水田，都是丘陵的地形，他说，你是不是要这块，你要，我就给你来，
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土木工程，全部推掉，重起，他大概花了过一亿的钱，我们只负责装修、色彩这
一部分，但对摄制组来说，这笔钱已很不了得了。多亏有这样的热心人，才用了八个月的时间，用了
多少人，把景给立起来了，所以才能够拍。这个过程如果纯粹算经济账的话，是个很不划算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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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影》

媒体关注与评论

他说真话、说实话，始终坚持独立的价值判断，执着不懈，掷地有声，保护着评论的高质量，使我对
这位陌生的老朋友保持着由衷的尊重和敬意。——张艺谋   敬佩玺璋的学识，喜欢玺璋的文字，是从
看他影评开始的。——田壮壮读解玺璋的影评如同看自己和同辈人从影30年走过的足迹。在我们身旁
有很多默默无闻，同样关注中国电影命运的人。他们是陪伴和支持着我们的同路人；他们是我们的精
神支柱。他们用锐利的眼光，犀利的语言，智慧的思想鞭策我们，引导着时代的文化趋势。不论是鼓
励还是批评，他们都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指导着我们坚强地前行。——李少红 解玺璋先生是文化学者
，不仅仅是影评人。他的影评是对电影的社会化解读，涵盖并超越了电影技术。——高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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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影》

编辑推荐

张艺谋作序推荐 《梁启超传》作者最新作品30年中国电影回望之路20位知名导演联合“执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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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他说真话、说实话，始终坚持独立的价值判断，执着不懈，掷地有声，保护着评论的高质量，我对这
位陌生的老朋友保持着由衷的尊重和敬意。 ——张艺谋 敬佩玺璋的学识，喜欢玺璋的文字，是从看
他影评开始的。 ——田壮壮 读解玺璋的影评如同看自己和同辈人从影30年的足迹。在我们身旁有很多
默默无闻，同样关注中国电影命运的人。他们是陪伴和支持着我们的同路人；他们是我们的精神支柱
。他们用锐利的眼光，犀利的语言，智慧的思想鞭策我们，引导着时代的文化趋势。不论是鼓励还是
批评，他们都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指导着我们坚强地前行。 ——李少红 解玺璋先生是文化学者，不
仅仅是影评人。他的影评是对电影的社会化解读，涵盖并超越了电影技术。 ——高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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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浅！有些段子还不错⋯⋯
2、本书帮我重新梳理和回顾了影视作品的经典历程，非常感谢！
3、我没看过上面的几个电影，算了解一下国内的导演和电影吧。张艺谋也是打脸。
4、非专业影评人，写的影评好过许多所谓专业的影评人。
5、太像会议发言，娓娓道来中有令人隐忧的“怎么说都正确”姿态。不是反感批评家有强烈的个人
审美倾向，但20位导演一一评过，解玺璋话说得满，活儿却太糙了，既不像文化批评，又不似专业影
评，无非从艺术商业之辩、叙事角度、节奏和导演访谈中各种套观点，且一谈到票房就是“向商业妥
协”、主题就是“价值观混乱”、叙事就是“瑕不掩瑜”。已经在各类研讨会上听惯了这种用论点充
观点的表述方式，够了。最大看点是张艺谋给将自己骂得不忍卒视的书写了推荐序。2.25读毕
6、很一般的书。图书质量不错，但内容普通。官方的评论家写的评论，参考价值性都不太大。
7、不好看，国内影评始终脱离不了“文字”，抒情呢一直，看完后悔买了，冲着解玺璋去的，败走
麦城
8、跟我的价值观接近，文笔也好
9、一部影片，能够使人感动，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影片要有动人之处，再一个，还要有能够为
影片而感动的人。
10、中国电影发展的一次系统梳理——我的第一本影评书。
11、影评果然可以多角度，比如这位，评论里面诸多人文，鲜有技巧。
12、文笔和见识都太一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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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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