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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该怎么形容这本书呢，如果冲着书名去看那一定会有被耍的感觉，这更像是一本资深影迷的随笔
。不建议那些阅片量少的读者阅读，尤其是老经典看的少的更不建议阅读，而对于那些真正的资深影
迷可能又会觉得这本书无法满足他们的胃口，毕竟这种拉出一堆经典的高光时刻进行解读的书资深影
迷早就看过一沓了，即便换种叙述的方式依然还是那点东西。。。PS在本书前三分之二中每隔六七页
作者就会提一遍公民凯恩。。。
2、很深奥，对于电影欣赏功底不是很深的我，还不是最合适看的时候。另外，写作风格很枯燥，很
难坚持看下去。
3、不好意思，读不下去...
4、作为资深影迷，这本书必读
5、旁征博引的标题党
6、看完这本书后我不禁想，到底是爱看书的人想的比较多，还是爱看电影的人想的比较多呢。
7、这书的作者应该是个很自负的影评人，每一个主题都东拉西扯一堆电影，掰开了揉碎了给你讲那
些细节，可能有看过所有四五十年代西方电影的人能看得懂吧，反正我既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也不知
道作者说这些跟这个主题有什么关系。典型的掉书袋，用这样的细节介绍堆砌而成，而且毫无连贯性
，比随笔还散漫，想到哪说到哪，说完就完，结论是啥？对不起，自己想吧
8、看完本书，打算去看一下书里推荐的一些经典电影。
9、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作者的论述并不清晰明确，观点也不算新颖，当然也一些闪光处。客观
的评价3星。
10、浅薄的白开水
11、读了十分钟弃读，作者你在说啥呢，毫无连贯性⋯⋯
12、把我平常用感觉的事细致地用语言写了出来。“你看到的不仅只有风景，还有为见到风景而必须
打开的那些窗户。”
13、看电影需要那么沉重吗？当然我花了钱，你总得让我找到付钱的理由吧
14、这是一本着重“看”电影的书，不是固有电影理论技术名词的解释，你可以说它是身为著名影评
人的汤姆森的观影生涯经验史，看电影这方面他并没有独家秘诀，只是叫你更仔细的看，重复的看，
就像是我们如何随时随地的审慎自身。电影是梦是欲望是生活是历史是屏幕上的我们自己。
15、看电影这件事似乎很简单，动眼睛，动耳朵，甚至不用动脑子，这不难。但这年头似乎越来越多
的人都不会看电影了，关于如何看电影，特别是现在不刷手机就不能活，连吃顿饭都要拍照片发朋友
圈的时代，我们更加需要再来仔细的、一步步的温习一下看电影的正确打开方式。不是那种技术地看
电影，就是最基本的看电影。
16、没有巨大的老电影观影量，你还是别打开了。好歹我还看过《精神病患者》、《教父》⋯⋯所以
还算没有完全浪费。
17、“如果你是真的想要看一部电影，那就一定要做好准备，准备着认出你自己也正在悄悄溜走的人
生。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接受大量的教育，但同时你也必须要笨一点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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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由于我是从事电影行业的工作者，所以之前看了不少如何拍电影的书，而这是我第一次阅读如何
看电影的书。说来也神奇，对于一个电影行业的局外人来说，看电影的时候大部分看的都是其外在的
呈现形式，再加上剧中想要表达的情感。而作为一名专业的电影工作者来说，抛开那些表面的东西，
更要考虑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比如说剪辑与摄影手法之类，这样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总觉得使这
些电影失去了本身的意义。尤其是对于一个影评人来说，如果不比制作者了解一部电影的话，他的评
论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

电影是一种不需要我们在场，自己就能一直延续下去的故事或者说连续性。这些故事已经被刻录在胶
片上，哪怕是在任何一个地方来放映它，剧情都不会有任何变化。而这种固定性，使我们有了选择，
这不像是舞台剧，可能有什么其他因素会临时改剧本，又或者当场中断。一部电影，从头到尾是一个
完整的故事，观众不能随意篡改其结局，也不能说停就停。任何故事都有其特定的观众群，你不爱看
不代表别人爱看，结局的可能性有很多种，但是编剧只写了这一种结局，观众只能选择接受。

剪辑决定了电影最终在大荧幕上的呈现方式，一部好的电影，重要的是让观众能够入戏，好的剪辑，
能够保证故事的连续性。剪辑是一件很神奇的工作，如果你的电脑中有剪辑软件，不妨尝试将一部完
整的影片剪开，并按自己的理解随意拼凑，你会得到完全不同的效果。剪辑就是利用了固定的素材，
拼接出不同的剧情顺序与表现形式。我们平时看电影的时候，可能很少会注意到镜头的切换，总是感
觉一部戏就是那么连续不断地走了下来，就连我们遇到了长镜头，也说不出其与镜头组接之间的差别
。而如果是行内人，就能够通过拉片来发现其中的精妙之处。

一部电影之所以吸引人，就是因为它将要传递给观众一些重要的信息。观众能够随着这个信息的不断
清晰而与剧中人物融为一体，电影不同于电视剧，它的每一个镜头给人的感觉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
观众自信研究某个镜头的精妙之处，而最终影片并没有呈现后续的故事，观众将会大失所望，觉得导
演吊了观众的胃口。

文中列举了大量的电影实例，向我们讲述了电影的台前幕后。一部好的电影是值得尊重的，如果仅仅
是看个热闹，对与制作者来说根本没有任何损失，而损失最大的正是这些观众。电影看一遍是根本不
够的，就像我们的生活，一天过得很快，总有你错过的东西。电影《About Time》中，男主最终把自
己的超能力发挥到了极致，使他去感受第二遍人生，这才是对自己的最大的尊重。
2、这个题目是个诱导术。——如果你点进来了，说明它成功了。那既然进来了，不妨试着看下去吧
。反正也用不了几分钟。看电影需要理由吗？对爱看电影的人来说，不需要。对不爱看电影的人来说
，也不需要。强行安利的结果就是强扭的瓜不甜。话虽如此，可遇到好看的电影，我还是要安利你的
。不吃？没关系，我自然会去贡献票房的。今年5月，《美国队长3》上映，由于被Bucky Barns圈粉，
我十刷了这部片子，并且和一位姑娘发展出了“革命友谊”一起拼邮买了许多吧唧周边，这是我的爱
。去年11月在B站看了《垫底辣妹》，知道国内引进了它，毕业论文期的我立刻拖着刚从楼梯上摔下
来、大病未愈的身体，找了家小电影院刷了两遍。这电影没过多久，由休叔倾情出演的《飞鹰艾迪》
上映了，即使帅到炸裂的休叔带着凭着《王牌特工》走红的英国鲜肉来华宣传，国内票房依旧很一般
，于是我在学校百讲放映之前，见一个朋友安利一个，成功组了个十人好友团前去观影，出来后每个
人都眼泪汪汪。我的确强行安利了，不过我没有强扭。有的人看了电影也就看了，可我偏偏不，我看
完以后还要写。但我绝对不写我觉得不好看的电影。看电影多了，难免会碰到些烂片。2015年的烂片
之最必须是《从天儿降》，讲不好一个故事，演戏的那群我都不好意思称他们为演员。我还记得那天
晚上我连着看完了它和《前任2：备胎反击战》直接开始怀疑人生。这两部烂的不相上下的片，让我
一瞬间精神恍惚：“我是谁，我在哪儿，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浪费人生。” 这是两部标准的烂片。《如
何看电影》里用了一整章谈“什么是故事？它重要吗？”可是我们甚至在这些烂片里连“故事”都没
找到。故事可以简单，可以平淡，但不能毫无逻辑。不然，你当观众是傻子吗？如果你准备踏入电影
世界的第一部电影是烂片，那我只能死死拉住你的手，对你说：“听我解释，这不是电影的样子！”
可是电影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去找了很多“教你看电影”的书。但结果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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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发现，我看电影就是为了图个乐子。能讲好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是我想看的，演员的演技在线
，也就可以了。前段时间我看完《我是潘金莲》给了四分，其中2.5分都是给刘震云的本子的，还有2.5
给官员配角们，这栩栩如生的官员形象，实在是妙。但又减掉了1分，因为范冰冰僵硬的演技和冯导
出新片逼撕逼的无诚意套路让人心生厌恶。我一直问自己：是我太庸俗了，所以配不上那些教我如何
看电影的书吗？直到我终于找到这本《如何看电影》，它的第一章便是“看得开心吗？”，直接面对
的就是大众和学院派的分歧： “但观众觉得，既然来看电影，就理应看得开心。所以在有些人看来，
看电影还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那只会让人扫兴。”“但类似的规则怎么说都让人觉得不太靠谱，那感
觉就像是由思想警察组装出来的玩意儿。”“你的兴致刚被撩起，但碰上这种规则，那感觉就像是被
兜头浇了一盆冷水。”读了这几句，我忍不住为作者鼓掌，因为他终于写出了我的心声。可下一秒我
知道自己上当了，因为这作者可是个学院派啊！那我又为什么还要给你安利这本书呢？因为他提到了
我很在意的一个点，那就是：电影发展的头60年里，在它的初期，娱乐性确实是主要的。但是，电影
也要发展，不能止步不前，伴随着它的发展，也就衍生出了各种可能性。“电影发展的新可能还在于
：一代又一代的新观众如今也都觉得，某些电影或许就和我们生命中所有美好的东西一样——所有那
些令你无法忘怀的好东西⋯⋯于是，看电影这件事也变得复杂起来，而且成了一种长期行为，所以你
很可能觉得需要一些引导。”在这里，大众与学院派终于达成了和解。也许你还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我要去看电影了，但是，万一我看到了烂片怎么办？”是啊，这真是个大问题。目前中国电影市场
的发展能够反映出文化产业的现状，量是上来了，质却令人堪忧。这几年，我们见到了太多票房不低
的烂片，只要营销做得好。炒作，撕逼是基本，想要多少票房？没有什么是搞一个大新闻不能解决的
，如果不能，那就搞两个。票房破亿的烂片用一个人的四肢都数不过来。这一度令我对中国电影失去
了信心。对烂片，我也是不会贡献票房的。曾经我很害怕说我没看过的电影不好，但有一天我的朋友
点醒了我：“我看到一坨便便在那里，难道非要吃了以后才能它这是便便吗？”是啊，所有的幸福都
是相似的，所有的烂片也有着相同的模样。可是，只是不烂就可以了吗？《如何看电影》里，作者像
一个疯狂的粉丝一般安利着他的最爱——《公民凯恩》，相信这部电影，即使你没看过，也该听过了
。就像我每年都会说一些对得起票价的电影为“还算有诚意的商业大片”，但是一年也难得有一两部
电影让我说“这是值得反复看的好片”。作者也是如此，在他心里，好看的电影很多，但是大多只能
看一遍，但好的电影却不多，它们是艺术品，值得反复观看、回味。正如作者所言：“一部电影越是
依赖单纯的悬念，反而越难长时间地勾住观众。”而真正的好电影，则超越了悬念本身，提供了更多
的可能性。但是我绝对不会说，我们只需要这种反复看的电影。那些大片我们需要吗？当然需要。毕
竟瘦肉太柴，肥肉太腻，肥瘦三七分，才是最好的滋味。但我们需要烂片吗？抱歉，这种排泄物就不
要再逼人吃了吧。最后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看电影需要理由吗？是需要的。喜爱一样事物，
和喜欢上一个人是一样的，需要契机。你可以在十六岁因为球场上挥洒的汗水、阳光下的白衬衫喜欢
上一个男孩，就可能在二十六岁因为一部将你从孤单与不安之中拯救出来的电影喜欢上看电影这件事
情。让不爱看电影的人变得爱看电影的“契机”，绝对不可能是娱乐性。一定是电影里所包含的除了
开怀大笑之外的东西，戳中了你。那东西可能被包裹在了笑容之内，但时间会风干笑容，那留下来的
是什么？如同廖一梅在《柔软》写的：“每个人都很孤独。在我们的一生中，遇到爱，遇到性，都不
稀罕，稀罕的是遇到了解。”是你在电影里看到的，自己被了解的部分。我说《如何看电影》是一本
好书，不是因为里面有多么深刻的道理，而是恰恰因为它并不说什么道理，只是引导你，去电影里寻
找能与自己共鸣的部分。
3、“如何看电影？”“睁大眼睛去看啊！”这不是一句段子，除非你是电影行业的，要么像我一样
是个电影迷，不然这样的对话家常便饭。我跟很多人一起看过电影，有人在影院里嗑完一整包瓜子，
有人买票进去睡觉，还有人像看连续剧一样聊着八卦。后来，慢慢的，我习惯也更喜欢一个人去看电
影。第53届金马奖刚刚结束不久，《七月与安生》还处于热门话题中，当初我也是抱着可能是烂片的
心态进的影院。特没出息的看哭了，还在朋友圈墙裂推荐一番。身边的女生去看了之后也都一致好评
，唯有男生一脸茫然的表示：实在不懂你们女生。你们不懂没关系，导演懂就好，导演可是男士哦！
上一次被击中少女心还是《我的少女时代》，导演陈玉珊是女人能读懂女生的心思一点也不出奇。而
曾国祥导演居然也这么懂女人，想必花了不少功夫在观察吧。拍电影的人观察生活，看电影的我们实
则是观察电影。电影是生活的样板，当我们在思考假如自己是影片中的某一人物时，其实就是在疏导
自己的价值观，以及为将来发生同样的际遇时做足心理准备。思考也是看电影的一种方式。学美术的
人应该深有体会吧，画画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观察，除了眼前的“模特”，日常生活中也在寻找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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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的样子，看到光和发现美。一部电影诞生之前，导演的思考和前期准备是不容忽视的。退回两年
前看类似金马奖这样的颁奖典礼，除了最佳男女演员，其他奖项我根本不在乎也不懂。这也说明了，
看电影最浅显易懂的就是演员的演技。其次应该是剧本吧，故事是否精彩很关键，但编剧是谁观众其
实也不太关心。再上一个阶级就该是讨论片子是某某导演导的了，还有声音、配乐、化妆、摄像、造
型⋯⋯太多太多我们尚未了解，却至关重要的电影环节了。所以，我觉得《如何看电影》并不是电影
业内人士的读物，反而是大众应该了解的。作者并没有在卖弄自己看过多少电影，仅仅是借鉴为数不
多的几部挚爱来做赏析，却也将电影架构分解得很清晰到位。一张电影票的价钱，光用来打发时间那
就奢侈了，这本书能让你花出去的钱物超所值哦。有一次看夜场，影片刚结束，工作人员就进来打发
观众：后面没有彩蛋了！我以为是当时那个工作人员的“失职”，为了早下班耍了心眼。后来在朋友
圈看到不少朋友都经历了这样不愉快的观影体验，这些影院到底是怎么想的，这叫观众如何看待电影
才好。一部好的电影可以让我们笑让我们哭让我们对生活有所顿悟，尊重电影却是这个时代尚缺的精
神。周冬雨和马思纯的获奖感言，我是看一次哭一次。电影，对于我来说，它能燃烧我的热血，维持
对生活热泪盈眶的感动。我想要更了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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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如何看电影》的笔记-第3页

        我们拥有了电影这个途径，它可以从整体上模拟我们的处世之道。很多时候，它取代了生活本身
，道德规范就更不用提了。所以说，我们在看，但看的是正在看的我们自己。

2、《如何看电影》的笔记-第128页

        电影中有着所谓的像生活一样的真实感，而剪辑的这种种可能性，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便形成
了针对这种真实感的又一次干扰。此前我和你说过，你要知道，简单的一个镜头——那是一次去看的
好机会——对你来说其实也是一次鼓励，它鼓励你去做分析。而剪辑的潜力更是让这种追寻有了加倍
的收获，它时刻准备着，要去抵消电影的真实，要引入一个互相参照的方案。将这两者加在一起——
电影和剪切——我们就会得到一门这样的语言：它是如此有力，以至于我不由感到惊讶，因为时至今
日，我们依旧教育下一代去读、去写、去拼，却忘了设置一门由如何看电影入手的课程。也难怪我们
会觉得自己都还漂着。

3、《如何看电影》的笔记-第41页

        一部电影只看一次，它会给你留下激动人心、突如其来的感觉，那就像是一次猛烈的交通事故。
但如果你回过头来再看第二遍，或是再看很多遍，那就有机会去发现：或许它还是某种艺术，或是仪
式。
作者的信条是：好电影，不只是娱乐性的，还应该去探索更多可能。而这种“探索”，必须经由“反
复看”实现。也因此，能够被反复看的电影，才是好电影。
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也时常觉得困惑。有的电影看第一遍觉得，真棒，但过两天想要评价的时候，心
里想的却是：这是一部还不错的商业片。每年的电影佳作，无论国内外，总还是有的，但是说到能反
复看的，却少之又少。到底是能反复看的是好的，还是不能反复看的是好的，这个问题，至今依然没
有定论。
作者认为反复看的才是好的，我不能完全认同，大概是因为我还对电影的“娱乐性”怀着某种尊重。

4、《如何看电影》的笔记-第158页

        热衷于思考该如何看电影的人，如今常追的却是被我们称作长篇电视剧的东西，那是由特定情境
和人物构成的系列版本，有可能一播就是好几季，这些剧集的制作预算和拍摄计划都可以追溯到好莱
坞的工厂体质，它们倚重的是优秀剧作和良好角色演出，比较喜欢聚焦于一群必须面对戏剧性危机却
又没法很好处理危机的人物、

5、《如何看电影》的笔记-第83页

        电影的这种冲动本质，就像是湍急的河水，就像是彻底失控，但它也具有教育的意义。20世纪20
年代的巴黎，超现实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就曾对电影的这种本质相当着迷。他们的信仰里有这么一条
：渴求获得艺术中的“自我”元素——即那些非经努力而获得的，或是非经筛选所获得的东西，换句
话说，就是那些随机获取或是由机器产生的东西。相比其他任何一种媒介，电影似乎最接近这种定义
。

6、《如何看电影》的笔记-第186页

        你要知道，我急于让你看到更多的好电影，并且能从电影里发现更多的东西，但我们在看电影的
时候，也不应该无视观影这件事的整体全景，其中就包括了电影因为我们的弱点、我们的失败和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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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生感到徒劳无益的稍纵即逝的那份感觉而具有的仁慈吸引力。战争片里最英雄主义也最容易误导
人的，正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战略指挥感幸存者从一场好的战争中得到收获，这种思想导致艺术的巨大
伤害。战争片应该表现的，不应是“与历史讨价还价”的感觉，不是“我们是正确的”的感觉，更不
是我们最厉害我们是超人的感觉。真正庄重的战争表现中，没有机会让任何人去做一个英雄，“黑暗
中的勇气太廉价”，人物呈现在一个时代的洪流之中，应该是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变化。若是
胡乱产生获得巨大收获的“英雄”，表现出来更多的只是“善于经营”罢了，与战争的庄重和艺术的
道路越来越远。

7、《如何看电影》的笔记-第71页

        主观地去看（watching）和被动地见（seeing），两者相同，既体现在肉体层面（视觉）也反映在
情感层面（非理性）。电影诞生后最初的大约60年里，它让我们对于看这个行为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表象经过电影的作用，被注入崭新的刺激、魅力和情欲力量。这种能量如今依然存在于电影之中，但
它是不是已有所衰减呢？这也正是互联网面对的窘境：要看的东西实在太多，结果就导致了关注度的
减弱，或者就是，即便关注了也不敢完全相信。观众对于电影故事逐渐厌倦的反应过程，其实与此十
分类似。有多少次，我们才刚看了个电影开头，就已心生感慨：没错，这故事我知道⋯⋯观众本该凝
神关注逼真的电影，结果自己却变成了编剧或是剪辑。

8、《如何看电影》的笔记-第一章

        20世纪60年代，“电影研究”终于开始在学术界扎根，于是有了一些出发点很好的书籍。它们图
文并茂，试图解释何为远景镜头，何为特写镜头，其用途又各是什么。但类似这样的规则怎么说都让
人觉得不太靠谱，那感觉就像是由思想警察组装出来的玩意儿。一旦遇上类似《雌雄大盗》（Bonnie
and Clyde）那种在大银幕上毫无拘束的冲动性，你的兴致刚被撩起，但碰上这种规则，那感觉就像是
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我之所以拿《雌雄大盗》举例，原因在于它恰好代表了电影里那种60年代的能
量，代表了对危险和冒险的向往。它在提醒你：手抓牢，这一路会很颠簸。它在向你提问：看他们杀
人杀得那么开心，这么做到底应不应该？还有，这究竟是一部关于1932年的类型片，又或者它是在暗
度陈仓，真正的目的是要说说1967年的事情？

9、《如何看电影》的笔记-第114页

        包括格里菲斯在内，被奉为先驱的那一代人，当初是他们率先认清了镜头的单一属性，继而找到
办法像搭积木一样地把一个段落中的不同镜头组合起来，以便让观众相信，电影里的每件事情之间，
都经过了相应的一段时间。这有点像是当初我们在文字叙述中的发现，前后紧接着两个句子，可以分
别设置在不同的空间或时间之中，不必担心它们之间的距离，因为阅读者的兴趣或是注意力，足以保
证有座桥梁会在它们之间搭起，一路顺延下去。这也算是可以利用的一个盲点，观众对于不连续事件
的补充，使得真正无法连续的事情在他们眼中可以变成连续的。

10、《如何看电影》的笔记-看得开心吗？

        电影人总爱说，新闻片和纪录片是神圣的、不容亵渎的。但就我们现在看
到的这些东西而言，神圣的它们也早已渗透进了商业主义、政治宣传和戏说历
史的手段。

11、《如何看电影》的笔记-看与见

        摄影机无能为力地开动着，它什么都看不到。如今我们生活的时代，到处
都充斥着监控探头。高高在上的某个角落里，探头记录下那片空白空间里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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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越界行为。（你记不记得在《24小时》第一季的最后一集里，身份暴露的叛
徒妮娜抬头望着监控探头的画面？）想象一下负责监视的那个倒霉蛋，他得
仔细审视数小时乃至数年的监控画面（想到这里你就明白了，有时候看这件事
也会让人昏昏欲睡），直至某只迷路的土狼或是某个恐怖分子缓缓进入这个空
间。你架起摄影机，调好镜头、焦距和曝光（这些都是如今早已过时的习惯
了），不管什么东西出现在它前面，都会被它“拍下来”。我们依旧信赖这种
纪录片式的忠诚，尽管我们早已知道，依靠电影的体制，轻易便能制作出缺乏
明确来源或可信度的影像，再将它插入那空间之中。

12、《如何看电影》的笔记-第106页

        电影中的生活，其承受的最为恶劣的限制之一，便是要求一定得发生些什么事情的压力。那简直
能把人逼出幽闭恐惧症来。这种压力在希区柯克的电影里，还有这世界上每一部广告片里，你都能感
觉到。眼睛被操控了，灵魂就有可能枯萎。而我喜欢的确实那种慵懒或者说冷漠的气氛，可以什么都
不用发生，就那么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淌过去。

13、《如何看电影》的笔记-第17页

        现在的小孩很多都患有注意力缺陷症，倘若我们对此感到痛心疾首，那首先就得认识到，我们科
技中，已经没有注意力的位置......他们更希望正在发生的景观悄然流逝而不必经受任何挑战。

14、《如何看电影》的笔记-第130页

        希区柯克生逢其时，有机会拍过默片。他最初入行时，干的是美术设计的活。他干电影的这一辈
子，始终都在说“纯粹电影”这四个字。他看重的是通过视觉手段来说故事，而且他很重视自己安排
镜头角度以及构图的能力，他能让画面看上去含有许多心理学层面上的含义；相形之下，对白反而成
了多余。

15、《如何看电影》的笔记-第83页

        电影这种冲动本质就像湍急的河水，就像是彻底失控，但它具有教育意义

16、《如何看电影》的笔记-第22页

        看电影这件事，它内在就包含着这样一种交易，只要花上很少一笔钱（比方说五分钱），你就能
获得这样一次机会，不仅能看到各种人间奇迹，看到各种你难以想象的世间尤物，还可以见到一整套
你所渴望的东西：华丽的性感、紧张的暴力、服装、道具、空间、时机以及终极的幸福。简单来说，
那就是一次沐浴在阳光之中的机会。这是新时代的赏心悦事，而它的好处更在于：你可以放心地观看
这些性与暴力，根本就不会有人认出你是谁或是知晓你的存在。那些漂亮的男男女女会径直出现在大
银幕上，目光投向你身边那片被欲望和放松心情所照亮的黑暗地带。他们开始宽衣解带，卸下心防，
他们完全不会注意到你，他们不会大叫“有人偷窥”，不会让你丢脸。你因窥视而获得的喜悦会得到
宽恕，你想咳嗽就咳嗽，想叹气就叹气，电影配乐会掩盖所有内疚的声音。要说缺点的话，那只有一
个：你也没法进到银幕里，或者说没法捅破那层窗户纸。

17、《如何看电影》的笔记-第189页

        这是金钱最熟练的本领之一：整个世界由它来安排，我们却又意识不到它的存在。所以电影也擅
长此道，即能让人体会到财富的好处，又不会在那既不漂亮也不够有钱所以上不了银幕的95%的人里
头刺激出什么狂怒和革命来。

Page 11



《如何看电影》

18、《如何看电影》的笔记-第76页

        你必须充分地去看，才可以见到。
这一章里，作者探讨了主动的看和被动的见，对于这两者的关系描述的很到位。在电影里有很多描述
“偷窥”的桥段，这是一种看与见。而电影和观众之间也存在着看与见，这其实是电影与观众最本质
的关系：导演想让你看见什么，和你自己想看见什么，在这之间出现的差别，就是导演的话语和影评
的话语。

19、《如何看电影》的笔记-第108页

        推拉镜头可以用在空间上或是时间上，一个推拉镜头就是一次探索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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