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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懂电影》

内容概要

《我们不懂电影》，当代著名影评人毛尖最新的电影评论结集。
毛尖，中国知名的影评人，她的文字幽默得体，风趣犀利。
本书共收录了毛尖的最新影评文章六十多篇，评论了包括大热的《泰囧》《不二神探》《甄嬛传》《
唐顿庄园》《北京遇上西雅图》等给大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影视作品。这本书命名为《我们不懂电影》
，其实作者恰恰要告诉读者的是如何欣赏电影，告诉你怎么样才能懂电影。
沪上作家小宝曾说，毛尖是华人中“第一个看过一万部欧美经典影片的最年轻的女教授”。她在报纸
专栏上用文化批评的方式写电影，在文学杂志上用随笔杂感的方式写电影，在评论刊物上用半论文的
方式写电影。有人说她的文字带着“小资情调”，她多用诙谐的文字解读电影细节，内容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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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懂电影》

作者简介

毛尖，浙江宁波人。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获学士、硕士学位。2002年，获香港科技大学文学博士学
位，现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并在《苹果日报》、《南方周末》写专栏。著有《非常罪，非常美》、
《当世界向右的时候》、《慢慢微笑》、《没有你不行、有你也不行》、《乱来》、《这些年》、《
有一只老虎在浴室》、《例外》、《一直不松手》，等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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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懂电影》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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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低级和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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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外婆的芋饺
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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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懂电影》

179墙上的玩具枪
183面带猪相，心头燎亮
187夫妻相
191抗日不用奇侠
194千金方
198如果他正好来电话
202《浮沉》之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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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何日君不来
222“中国版”
226大姐夫二姐夫
230赵氏孤儿变形记
第五辑
237我们见过你咪咪
242邦女郎
247离，还是不离
252费城故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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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相遇
267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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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懂电影》

精彩短评

1、前面几篇写得实在是差，完全就是应付交稿的嘛。后半部尚可，但整本书看下来也没一篇让人记
住的。
2、笑着一口气看到后面也有点疲劳了，希望多谈点电影，少聊点国产雷剧，对海豚一直没好印象，
一本书签线狂脱兼过度装桢的书。
3、有惊喜，我想这对于当下的很多书来说已经很奢侈了！毛尖要加油啊！但海豚出版社是个什么鬼
，好好的一本书怎么可以装帧这么差，这跟例外的装帧差了一万个小时代吧？！
4、毛尖的第一本书，语言功底机智了得。
5、聪明俏皮，也只有这些
6、同学送的，看了一些看不进去了。散文式的书，文字很犀利，但是感觉看久了很枯燥，没有持续
读下去的欲望。
7、唯一可读的就是那一点点毒舌了。
8、一向喜欢毛尖的影评，透着故乡人的硬朗干脆。在报纸看她专栏和看集书感觉不一样，当然是看
专栏感觉好，一本集书看下来惊喜变成了千篇一律，又缺少时效性。
9、电影书籍第三本~
10、犀利归犀利 看不大懂给娘的吐槽啊 我笨
11、大学瞥见毛尖的书，以为是高跟鞋钉地的女魔头或者假装不正经的老文青男人，后来知道是白衬
衫戴眼镜的老师。人缺了想象就不好玩了，有些影评写俗了就应该藏着，当时拿过稿费就算了，何必
集结成书？？
12、感觉这本书里戾气太重，毛尖的文笔本身有种世故的味道，但这种世故并不小市民气，反而制造
出一种奇异的天真。可是这本书里的世故，却有些令人讨厌。偶有火花，总体失望。
13、没看过《唐顿庄园》，看了评论后准备去补啦。
14、嬉笑怒骂的3个星星。
15、生活与电影交相辉映感是悟出来的。
16、感觉毛尖女士。。。可能本质上是个腐女吧
17、这是一本浅显易懂、表情丰富的书，该骂就骂，该批判就批判。
18、绝对不值得买。当然我也是在图书馆看的，字少书贵，不如网上看段子，如果你多放几篇文章还
说得过去吧，当然你说装帧好我也不说什么，买回来盖泡面不会漏气。
19、据说海豚出版社是很注重装帧的，好像一页中的文字很少。而且书签真是亮瞎我的狗眼~~毛尖不
是笔名，这是一位真性情的女子。她影评中有不少影视作品我没有欣赏过，所以不好作评论。
20、觉得这些影评有点随意诶⋯⋯关键是！！！随书附赠的书签什么鬼，简直不能更丑，吓得我直接
扔进垃圾桶。
21、一直在用或诙谐或嘲讽的语气在吐槽各种影视剧。而且基本都是从最近的实事切入。
22、装帧的钱白花了
23、用段子或事件去扯电影，内容差强人意，装帧过度包装。笔记：地下电影方程式，警察妓女性变
态，黑灯瞎火长镜头。
24、对于华语电影槽点太多,皆负能量；也看了不少英美剧，吐的也不少；俞晓群的序太过谄媚；只为
装帧加一星罢；
25、三星半，非常流畅让人觉得一气呵成，蛮畅快！第一辑写的好。能莫名的将当下的热点和电影联
系起来，作者也是脑洞少女啊～ 就是文字调调都在一个key上觉得嗯也就这样了，就好比一直高潮也
就厌了
2016.10.10
26、四星半，17年2月11日，看得高高兴兴
27、文笔犀利，语言幽默，不过没太表达出深层次的东西来
28、有趣的影评人
29、消遣读物
30、好读不俗，只是有筋有肉少点骨。里面提的国产剧我大概只看过《蜗居》哈哈哈哈哈。
31、这应该是毛尖我最不喜欢的一本～从《万象》 ，从青春期开始追着读的作者～ 书拿到手，装帧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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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懂电影》

分豪华，封面甚至是绒面，如若不是 红楼 三国 新华字典 准备流放百世 我实在想不出什么理由需要如
此过度包装～内容还是一贯的犀利～毛尖老师的眼光角度一向独到～依然有吐的精彩绝伦的槽～而这
本却像是点到为止没有画笔荡开，不淋漓精致～不尽兴～不入戏～[难过]
32、眼光独到，文字毒辣。国产剧看的太多了吧⋯开头几篇感觉还挺不错，接着看下来觉得也只是段
子手套路而已
33、懂自己就懂了一切。
34、作为杂志专栏是可以的，作为一本书就勉强了，基本是豆瓣热门影评的系统升级版
35、我怎么这么喜欢看毛尖老师讽刺那些小人呢
36、书是文字的归宿，作者都想自己的文字有个好归宿，仅此而已。
37、毛尖的文章，厉害的不是思想，而是眼光和文字，从电影到生活的桥接，是她观察眼光的独特之
处，然后就是她辣味的文字，净显上海人的小聪明和小俏皮，但终究还是“小”的。看一篇感觉有味
，哇，居然可以这样讲啊。看多了，发现讲来讲去居然怎么都这样啊。
38、⋯⋯⋯请指出哪里幽默风趣了
39、52块太贵，性价比不高，这样设计和用料制作封面实属不宜，280多页可以压缩为200页，每页留
白太多浪费纸张。
40、 so so~
41、这样的定价借来翻翻就可以了。
42、这书其实也不算差，作者名气太大，也许是我对这类个人化的影剧评论期望过高，也许是我不懂
欣赏，所以领会不到妙处
43、谁敢说懂我跟谁急
44、果然影评界董桥哈哈哈
45、喜欢作者的文风，敢说且观点有趣
46、毛尖老师竟然是腐的！毛尖老师竟然看国产连续剧！【两大感想
47、宁波人毛尖，文风如宁波话，直接，精炼，过瘾
48、16.12.07
03C毛尖的文字向来喜欢，恣意洒脱，狂放不羁。影评于我倒是泛泛，大约我就钟情王书亚这口的。
这两年看她的影评越看越像小女子在耍性子，有点蛮不讲理，这本更是大段的国产剧，哪怕我是她的
粉，也不得不说内容太过贫乏了点。
49、准4。是我喜欢的文字风格～
50、我们真的不懂电影？怀着学习的心思去看的第一本影评，启发有之，赞美有之，不认同也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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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懂电影》

精彩书评

1、翻开《我们不懂电影》，不禁为过分精美而厚重的装帧感到惊讶。也许在我的内心深处，并不赞
同使用那么考究的绒面材质，这与毛尖的文字质感亦不太相印妥帖。毛尖的文字抓眼球，但不是精致
繁花似锦的漂亮，相比封面设计，书的内里明显更接地气。俞晓群在《序》里写，“许多人评说，不
要觉得毛尖文字放浪形骸，随心所欲，其实她举手投足，最有分寸。”此话确实集结了大家的智慧，
精确地表达了毛尖的好。她的文字读着犀利但不至于令人不适，自我但不至于太过骄傲，粗粝地刚刚
好，直指人心，有一种俗的美。读完《我们不懂电影》，最大的感受是熟悉和谐而毫无距离感。书里
的杂文涉及的电影、剧集甚至是电视节目，足够汇聚成一个大拼盘，导演演员大牌云集，英剧美剧也
入了局，配上时事新闻一同调侃，根本就是街头巷议的模样。但毛尖还是毛尖，不管写什么题材，表
面读来似在极不经意地吐槽，读完想一想，确有一些味道。毛尖也谈文艺，不是高高在上地谈，而是
从文艺中心把文艺消解了。虽偶尔蹦出“每个在岁月中交付过爱的人，都会在那一刻情不自禁。”这
样诗意的解析，但更多时候则是类于在讨论《一代宗师》时，冷静地点出，“偷偷藏起一个”逐步“
发展成王家卫的电影风格”，而“《旺角卡门》里的杯子真的是时候摔掉了。”或是直白地点出，《
泰囧》拥有一种学徒的气质，“虽然一百年过去了，但关于电影，好像我们真的不懂。”，抑或是近
乎调侃地总结”所谓镜头用老，姑娘十八变八十。“仔细想来，喜欢读毛尖的文字，源头便是这种气
质，没有生僻的字眼，没有文艺”深刻“的表达，甚至没有太创新的观点，但是就有能让我们产生这
样的感觉，她说出了我们心里的话，然后，又高明了那么一点点，恰到好处，不被轻易发现的程度，
让人不禁会心一笑。那高明的一点点，是毛尖巨大阅片量打的底子，信手拈来，旁征博引，我们自己
思考的迷雾，从此也因为这位女子，悄悄地散开了一点。话说回来，虽然喜欢毛尖，但读罢《我们不
懂电影》，终究没有《非常罪，非常美》时的惊艳感，有些篇目也淡淡地划了过去。但愿可以这样理
解，读了毛尖那么多年，我的品位又高了一点点。
2、赞美毛尖的人可以排成长长一队：董桥、刘绍铭、郑树森、李欧梵、陈子善、陈村、孙甘露⋯⋯
所以拿到毛尖新书《我们不懂电影》的时候是带着学习的心态去看的，看看人家怎么写评论。整个儿
的阅读感受就是“欢乐”，坐着看坐着笑，躺着看躺着笑，车上看车上笑。 她黑电视剧：“《新编辑
部的故事》，什么台词？什么喜剧？比起王朔冯小刚九十年代编剧的《编辑部的故事》，差一万个甄
嬛啊！”她黑影视人物：“早些年，古月演毛泽东，神似形似两手抓，但现在的毛主席呢？弄个大脑
门发型，下巴点颗痣就出来了。出来也就出来了，还要和杨开慧整情调，玩雪花。虽说领袖也是人，
卖萌也可以，单毛主席和周润发一样深情款款的样子，总让人以为是在看《上海滩》。”她也黑时事
：“每个电视台都有一个类似‘社会与法’频道，这么多年，在各种‘拍案惊奇’中，我们看过无数
草民走上不归路的可耻历程，摄像机对着他们拍拍拍，对着他们的老婆孩子拍拍拍，但有没有人可以
告诉我，这些年，有张艺谋级别的管人被这样的拍拍拍吗？这些年，落马的大官人何其多，我们见过
他们的老婆孩子吗？”我说“这姑娘真是吐得一口好槽”，后来才有朋友指点说看毛尖的评论重点就
是各种吐槽，看她怎样切中要害给那些不正常的东西来点儿高级“黑”。这本书不仅仅是影评，涉及
电影、电视剧以及日常生活方方面面。虽然口口声声说着“我们不懂电影”，字里行间却离不开电影
。沪上作家小宝曾说，毛尖是华人中“第一个看过一万部欧美经典影片的最年轻的女教授”，但是在
毛尖的文字里，完全没有“姐看片儿无数”的卖弄，而是把古往今来古今中外的片子自然而然地穿插
在评论中间。不使用学术术语，不引用枯燥理论，不掉书袋，不动辄某大师说⋯⋯一切看似高深的跟
“专业评论”沾边儿的东西，书里都没有。恐怕“专业人士”会带着鄙夷的神色说这样的评论土里土
气，但正是这种接地气儿的表达方式让读者在哈哈大笑之余品出了那些想表达又表达不到点子上的东
西。在毛尖为数不多的“夸赞文字”里，她借用《民兵葛二蛋》的台词夸奖了黄渤：“面带猪相，心
头嘹亮。”这可能也是她文字的写照吧。书中收录的文字是时评，具有时效性。虽然是最近一年的文
字，可是成书到手，看起来也略显过时。这是书籍出版周期长带来的遗憾。但是丝毫不影响读者跟着
犀利文字重新审视那些人、那些事。
3、想了解一部影片，读影评无疑是最好的方式之一，这是我在豆瓣看影评得出的结论。毛尖老师的
《我们不懂电影》完全颠覆了我对影评的看法，原来影评可以这样写。她的身份也很让人羡慕，华东
师大外语本科和中文硕士、香港大学博士、华东师大教授，而且还很年轻。她的文风我很喜欢，简练
、犀利、一阵见血。《我们不懂电影》分为五辑，第一辑与时事热点相结合来评论中外电影，第二辑
通过多部电影之间的对比来评论国内的电影，第三辑是英剧和美剧，第四辑是国内电视剧，第五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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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懂电影》

外国电影。英剧和美剧我追得少，书中评论的那几部基本上没看过。国内的电视剧很多我们根本不屑
去看。没看过影片就来看毛尖老师的影评，多半是看不懂的。因为毛尖老师的影评跟普通的影评不一
样，它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总结各路影片的异曲同工之处，又能自然而然地糅杂在一起来说。影评的标
题也很有意思，很多文章光看标题根本就不知道评的是哪一部片子，比如《生逢乱世》、《岁月里的
板蓝根》、《都是面粉》、《都是骗子》、《凶手是》、《副导演》、《能接受的和不能接受的》。
把《忠犬八公的故事》与岁月里的板蓝根联系起来。十年前SARS大家疯抢板蓝根，十年后的H7N9还
是板蓝根，禽流感又是板蓝根。老百姓知道板蓝根没什么用，但大家多多少少备了点板蓝根。板蓝根
没有用，但人们拥有板蓝根便可心安。阿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等在火车站没有意义一样，但它的故
事对所有听过故事的人产生了意义。“东京涩谷车站，日本人给阿八塑了雕像，汹涌人潮里，它是可
以忽略不计的存在，但是，等你暗夜行路，心头凉飕飕的时候，看到它，就是一种依靠。”我也看过
这部电影，却未曾深入去思考它和岁月里的板蓝根一样对我们意义重大。《凶手是》这篇不是针对一
部影片的，而是评论影视剧中的“凶手是”现象。“和网友讨论电视剧中的烂番茄桥段，有一大半吐
槽说，最恨的是，临死的人写下三个半字：凶，手，是，外加一撇。我马上想起《射雕英雄传》里的
最大冤案。平时干脆利落的第四怪，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拼尽力气不写凶手‘杨康’两个字，却写下
四个半字：杀我者乃，加上一横一竖，随后吐血而亡。”这样的烂桥段，想必很多影视剧中都有。假
期在家陪父母看了几部国产剧，其中有一部涉及到大老板被自己的女婿陷害，随着车子一起滚下山，
被人发现后送到医院也是昏迷不醒的状态，好不容易有了苏醒的迹象，却是为了跟自己的女儿说“不
可以想相信陈，陈⋯⋯”重复了两遍也没有陈出是谁，最后还说“我手机里有，有⋯⋯”有了半天也
没有也有出什么东西来。然后一命呜呼了。可是想想看，没有这样的桥段，案情怎么会有悬疑，剧情
又如何进展得下去呢？只是这种桥段用得太多了，大家都生厌了。同样的，毛尖老师还总结出：“反
正，电视剧里最早出场的一对恋人，肯定没好结果。镜头里的女人在做针线活，一定会有‘哎哟’声
。镜头里的男人一个趔趄，总能遇到女人嘴唇。男男女女没有兄妹关系，就会有人车祸有人失忆，关
系和谐的时候，就会有误会，‘我再也不相信你了，不相信你了。’”还有请广电总局禁止导演拍老
婆，建议一个明星多长时间之内只能演一次皇帝等等很多有意思的观点。
4、当我们谈论毛尖时，可以这样：“毛尖的评论犀利但不尖刻，她既不诉诸于依仗敏捷才思的插科
打诨，也不无原则地取悦读者。她的笔调中性，既是叙述者，也是参与者，她对大众文化的同情与对
精英主义的嘲讽，本质而言乃是出于一种知识人的责任。在当代中国知识界，她不足以构成‘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但却难得地并不依附或逢迎任何风格、阵营。”也可以这样：“哦，毛尖儿（注意此
处翘舌）啊，是挺牛逼的。诶，你不觉得她特中性么，不粗糙的女汉子，不矫情的女教师，三观正得
令人发指，那真是用生命参加人民群众的各种饭局。左手王家卫，右手王宝强，她的接头暗号是：‘
喷丫大尾巴狼’！”我在香港期间最为倒霉的经历之一，是为返回住处取遗忘的移动硬盘而错过回京
的飞机。一脸倒霉相地补交数百元之后，我只能蜷缩在机场一角的咖啡厅，琢磨如何消磨掉计划外空
余的三个小时。当时书包里放着图书馆借来的《有一只老虎在浴室》，于是不抱任何希望地随手翻开
。这一读险些再次连补办的航班也一并错过。也正是这种最初的阅读经验，使我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
细读或慢读毛氏评论。它更像是赶早车时路边随手买来的鸡蛋灌饼，必须就着车水马龙而且你又看错
闹钟，硬要细嚼慢咽，反倒索然无味。评论写手们经常沉溺于文体本身所赋予的小火慢炖的权力，以
才华或趣味做幌子，兑水、掺假。而毛尖的文字当中“节奏”这一美德贯彻始终，她像是手脚麻利的
家庭主妇，统治着早晨和睡前，忙而不乱地一边收拾屋子一边用眼角余光盯紧磨磨蹭蹭的老公和孩子
。这节奏感来自作者本身的自律，虽然看上去，用Kimi小朋友的话说：一点都不cool。凡评论，根底
在贩卖观点，再深究，此处的“观”恐怕还是价值观的“观”。所以评论界好比菜市场，这个八毛一
斤，那个两块一两。大家拼的是“不落俗套”，怕的是一不小心站队挨着“官”或“民”，前者显得
骨头可疑，后者显得见识可疑。像毛尖这样公然维护广电总局英明神武的，除却从官家那儿领赏的作
者之外，凤毛麟角。借用前些年有些俗滥的“常识说”，她的评论只是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改头
换面。毛尖不生产意见，她只是广场、菜场大妈们的搬运工。如此定论不是为了将这本集子降格为寻
常巷陌贩夫走卒的牢骚辑录，在这点上毛尖和《舌尖》倒有牵强的联系：她们都乐于隐藏行动者的化
腐朽为神奇，而将功劳全数归于材质的美好。在戏剧性的观点对立以及饭局段子的闪耀下，作者的精
灵古怪借面目模糊的“有人说”而被完美掩盖，以致读者们目之所至都是语言的俏皮，忘却背后书写
者炮制手段的高明。毛尖的“原罪”是她有意识地窝藏了学院训练、艰深阅读和对社会的严肃思考，
借壳“才女”让风月和噱头之中暗藏杀机。《我们不懂电影》更像是街头斗嘴时以退为进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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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懂电影》

你懂，你们全家都懂！”得势，还不能饶人。有混搭的价值观则必有混血的文体，“冯小刚离李安差
了一百个陆川”，在活泼粗糙的口语与细致紧张的评论语言之间的狭窄缝隙中，毛尖创造了她独特的
文本呈现方式。《我们不懂电影》大约是此类方式的空前集结。读者大可将其视为流行文化的编年史
，从长江漂猪到《唐顿庄园》，毛才女实则以学院身份在积极回应社会议题的挑战。如果考虑到当代
学术生产已为专业分工的紧身衣牢牢束缚，那么作为作者的毛尖以四不像的姿态在探索公共写作的边
际方面勇气可嘉。谁家的报纸都没有草原，但懂事的野马总能丰衣足食。行文将至结尾的时刻，我专
门去视频网站上搜索毛老师的动态影像。在一堆湿漉漉、绿油油的茶叶广告之间，这个思想上的女流
氓和书写上的变形金刚声音沙哑地点评上海书展。音容笑貌，处处妥帖，我嫉妒这样的作者，祝她为
祖国健康灌水五十年。
5、最近有种趋势对于我来讲越来越明显，那就是我越来越难坐在电脑或者电视前完整地看完一部电
影或者电视剧了，我总是会被各种外界的琐事和内心突然的想法打断，所以现在我想看电影只能去电
影院，身体困在柔软的座椅里，思想沉在四周的黑暗中，方能心安理得地看完一个一百多分钟的故事
。至于电视剧，那真是有心无力了，即使像《纸牌屋》这样故事精彩、播出方式很良心的电视剧，我
也同样只看过前两集，而且看过两遍，每次看完都大呼过瘾，却不知为何，怎么也提不起精神和勇气
去看第三集。想来想去，我最近完整看完的一部电视剧就是《老友记》了，不过当时那种极特殊的条
件，今后恐怕再也无法复现了。所以我十分佩服本书的作者，佩服她有那么多的耐心、恒心和定力去
看那么多的电影和电视剧，尤其是电视剧，有的我连名字都没有听过，说实话他看过的某些电影，我
光看名字就知道自己未必有耐心看完，更何况一季等一年的美剧了，而我们的作者居然有这份定力一
一看完，还能游刃有余地写下评论，真是令人佩服，看来有人天生是吃这碗饭的。作者十分古灵精怪
、冰雪聪明，笔下嬉笑怒骂、指桑骂槐、明贬实褒亦或者相反，在她的笔下都是熟极而流，真性情没
遮没拦地在纸上爆发，只是作者太过聪明了，读她的文字还真的小心，因为你不知道她哪一句是真的
夸奖，哪一句又是贬损。我想那些被她在文章中提到的人、事、电影和电视剧们恐怕更是提心吊胆吧
，即使表面上看来是赞美，也要再反复地读上几遍、确认上几番，方可以大致放心吧？娱乐圈中有这
样一双眼睛和这样一支笔，我想是有趣而必要的，虽然有时娱乐上的事情大可不必太过认真，但是要
让那些总是拿观众当傻X来看待和糊弄的从业者知道，有这么一双眼睛精力充沛地在背后盯着，有这
样一支笔不知疲倦地伺候着，他们的2B想法和做法也许能收敛不少。
6、By暖暖蓝田“对于她的文章，我私下讨论，经常会用两个词来形容：天赋与妒忌。对她而言，是
天赋；对我而言，是妒忌。说到天赋，赞扬毛尖的人，顶天立地的人物，可以长长地排成一队：董桥
、刘绍铭、郑树森、李欧梵、陈子善、陈村、孙甘露、小宝、唐诺、傅月庵⋯⋯”看完俞晓群的《序
：说毛尖》，我对毛尖已经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迫不及待翻开书就狼吞虎咽的读起来了。所以，未
读其文，先敬其人。请原谅我的孤陋寡闻，在此之前，对于毛尖，我一无所知。当然，在此之后，对
于毛尖，虽不至于顶礼膜拜，但也是敬佩有加。书名《我们不懂电影》，当然，书中不仅说到电影电
视剧，也说到热点新闻热点人物。看完书，我深刻体会到“东坡之酒,赤壁之笛,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的含义。开篇文章《生逢乱世》说：“多年以后，上海人准会想起2013年的春天：黄浦江上漂满了猪
，鸡啊鸭啊没人敢碰，天上看不到鸽子，路上听不到鸟叫，三个作家先后死去，大学宿舍发生谋杀，
然后，传来大地震的消息。”读起来仿佛有点《百年孤独》的味道，果然，紧接着，作者就说，所谓
的魔幻现实主义其实也是多么平常的现实。开了个好头，第一篇文章如此吸引我，我也就有了迫不及
待要连续读下去读完全书的欲望。仿佛打开一盒新品种饼干，吃了第一块，嘿，味道不错，杠杠的，
然后就想一口气把剩下饼干全部吃完，以满足口腹之欲。有时候，她毫不客气的将影视剧中的烂番茄
狗血桥段拎出来摆在大家面前，给各位看官一饱眼福，然后一针见血，直言不讳的表达自己的看法。
《凶手是》里说：“看到我党地下工作者被奸人杀害，另外一地下工作者在他临终前赶到，我们都知
道他会说：叛徒是⋯⋯然后他声若游丝，然后他头一歪，然后活着的人说，老王，我们一定为你报仇
。”这样的场景，连我这种看过屈指可数国产剧的人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每每看到这样的场景，总
是内心无比愤恨，他少说几个字不就可以了嘛！直接说出凶手名字不就行了，干嘛说加上“叛徒是”
几个字！如此烂桥段在国产剧中比比皆是。比如宫斗剧或者古装苦情剧里永远有一个处处低眉顺眼时
时逆来顺受，接受各方人物各种接二连三奇葩虐待打掉牙和血吞打脸也不吭不响的女包子，然后在她
被虐待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男猪脚幡然醒悟，原来你忍受了这么多，原来她们这么多人一直在欺负你
，然后力挺她，终于女包子从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改头换面翻身做了当家女主人。然后她大人大量
不计前嫌，不思报复之前欺负她的人，不过老天有眼，虐待她的人最终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大都不会

Page 10



《我们不懂电影》

善终。有时候，她是愤愤不平的。说到张艺谋超生这个热点新闻事件，她说：“看到美人，老百姓合
不拢嘴，张艺谋合不拢腿，但有关部门，只能管我们合不拢嘴的。”有时候，她是无可奈何的。说到
王全安拍的《白鹿原》，因为太爱老婆，硬是把它拍成《田小娥传》，一切围绕田小娥开展，于是呼
吁广电总局禁止导演拍老婆。有时候，她也是深情款款的。说到《忠犬八公的故事》，说日本人在东
京涩谷车站给阿八塑了雕像，“汹涌人潮里，它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存在，但是，当你暗夜行路，心头
凉飕飕的时候，看到它，就是一种依靠。”大多数时候，她是犀利的。她说：“滕华涛的《失恋33天
》就是给屌丝打打气，徐峥的《泰囧》就是给百姓逗逗乐，薛晓路的《北京遇上西雅图》就是给观众
养养眼，而赵薇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就是让我们在乐过之后，追悼一下自己的青春。”好
吧，《失恋33天》上映的时候， 我刚刚失恋不久，这部电影也是对当时的我起到了极大的心灵安抚作
用，看来，其实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女屌丝。
7、图书馆借来的。很容易翻。在万象上读过毛尖女士的文章，很聪明俏皮，后来看到折扣书《非常
罪非常美》也买了一本，集中一起读，没有在杂志上读的惊艳了。2015年上海书展等刘慈欣。是大刘
参加江晓原的科幻电影影评的新书发布会，同时与会还有沈昌文俞晓群陆灏以及毛尖，她很知性很优
雅的坐在一旁，说了几句谦虚的捧场话。现在读多了她的影评觉得她当时说的并不是谦虚，是实话，
她的所谓影评文字真的离影评很远。就像她的这个书名，我们不懂电影，当然这是她聪明的地方，也
许本意不是自嘲，我认为她的自谦也是自嘲。当然，谁又能说谁真懂呢！这本书布面精装，定价52。
也就是她才能如此吧。不过是些新鲜时令口水文，只能是海豚出版社的公主待遇。看俞晓群给她写序
，看很多人称赞过她，他们也是真心的赞美她吧？因为这样一个本该学贯中西的女学者，这样放下身
段写这么活泼聪明的文字，而且有些地方还一针见血，也应该使这些电影外行同道惊艳了。我这么说
有些刻薄呢，只是她这些时评剧评影评真的只有聪明俏皮，好像段子，一些影史普及。看着很痛快，
但是看过就算了。
8、我不看国产影视剧已多年——不仅仅是吐槽文/Sofia平心而论，我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那些文字
、构思不及我的人的作品，我是不屑于观赏阅读的。所以，话外音是——我是真心觉得毛尖的文字可
以甩我几条街的。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基于对情节构思的挑剔，我不看国产影视剧已有多年
，间或的例外就是那些我特别喜欢的演员出演的影视剧——事实上，这看的已经是人而不是剧。你想
想，如果一部影视剧，你刚看个开头就知道结局，你听了上句台词就能一字不差地给说出下句台词，
若不是为着看人（尤其是帅哥美女）的缘故，这样的影视剧，你还愿意看吗？国内的这些编剧像是一
个师傅教出来的模式：主人翁的命运非得一波三折，受尽误解和磨难，而后才能苦尽甘来；又不是历
史人物传记，寻常百姓的日子更多的是细水长流、时间见功。情侣之间也不会是寻常儿女般水到渠成
的现世安稳，非得误会频频，最终干戈化解之际，那人已在灯火阑珊处，当时已惘然。两个正面的人
物之间若是有什么世仇或者恩怨，那一定是有误会；难道一个人非得是红到底或者黑到底吗？人性复
杂，有时难免成灰。更别提什么掉下悬崖或者跌落深渊之后肯定能有奇遇，武林里武功最好的男子肯
定会和江湖上最美的女子一见钟情、情愫暗生，偏偏二人之间又有着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样的老桥
段了。真难为毛尖能够如此不离不弃地看了这么多年的国产影视剧。当然，毛尖有时也会有怨气，否
则，她不会说看国产影视剧不如去看球，起码球赛没有固定的剧本，谁也不知道下一个情节会是什么
。一本《我们不懂电影》看下来，会觉得，较之于国产影视剧，毛尖更欣赏英美的影视作品。这倒不
是因为网上流传的那个桥段——说国产影视作品除了家长里短、便是婆婆媳妇大斗法、正室小三诛仙
忙，美剧英剧则让人涨姿势。毛尖对影视作品的分析，已经不仅仅从立意的角度，更多的则是从技术
的角度。毛尖也会赞《甄嬛传》，因为《甄嬛传》在后期制作上注意到了细节。毛尖批青春革/命剧，
因为这些影视剧是偶像派演员打着革/命的幌子在谈恋爱。毛尖批历史剧，因为这些本该写实的历史剧
反而玩起了创意，曹操会和貂蝉的女儿谈恋爱。毛尖批导演拍老婆，完全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指
导思想，整部剧全成为导演老婆一个人的秀场。⋯⋯有人说，毛尖是在吐槽。起初，我也觉得毛尖是
在吐槽，虽然她的吐槽风趣幽默更兼犀利睿智。但是，在读完《没见过》一文之后，我顿时理解毛尖
了。我人生之中的第一篇书评是对车前子的《茶饭思》的批判。车前子在书中说，苏北女人产后要吃
红糖水泡茶馓，以为大补。而且车前子2005年的文章中还使用“淮阴”这个地理行政名词。先生，您
在写文时有点儿责任心好么？查查资料再动笔，可以么？而且，您out了，您知道吗？所以，我深深地
明白了毛尖在《没见过》一文中对《向东是大海》这部电视剧的激烈批评。爱之深，才责之切。正因
为毛尖对家乡宁波的一篇赤子之爱，她才见不得电视剧中对宁波人物的失真演绎。同样，毛尖的《我
们不懂电影》一书，亦非单纯地吐槽批判，其背后更是对中国影视作品的深深地热爱和期望，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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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影视作品也能笑傲全球？

Page 12



《我们不懂电影》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