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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空观影》

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影评集。
这不仅仅是一本影评集。
★★★★★
本书收录了日本学者藤井省三的四十篇华语电影评论文章。
不同于那些专注于电影语言分析与心理分析的常规套路，本着对中国电影的热爱，作者展开了一场对
中国文学、艺术、风俗、历史的影像之旅。
在本书中，作者以时间顺序为纵轴，以地域划分为横轴，以一名外国学者的新鲜视角，重新评析了华
语电影长河中一颗颗熠熠生辉的明珠。
★★★★★
通过回顾经典电影《家丑》，作者展开了一场对中国当铺的历史大考究。
通过赏析《滚滚红尘》，作者滔滔不绝地品评起张爱玲与胡兰成的乱世情缘。
通过解读蔡明亮的作品，作者将中国民间传说糅合进导演创作的集体无意识。
★★★★★
作者通过华语电影之窗，观看中国璀璨深厚的历史文化。
读者则通过观看作者的观看方式，打开全新的文化视角。
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看你。
有时，美的不仅是风景，还有“观看”这个动作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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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藤井省三，1952年生于东京，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日本学术会议会员。专攻近代中国文学，并对台
湾文学、华语电影等有所研究。主要著作包括《鲁迅事典》《百年间的中国人》《现代中国文化探索
——四个城市的故事》《中国文学一百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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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有意思，不同的视角，电影留名。
2、作者是个自负的中国文艺片发烧友，大家都散了吧。
3、外国学者的视角，“新鲜”倒也未必。不过有些观察的角度和叙述的方式，确实是我们因习以为
常而往往忽略不察的。
4、作者是来自日本的“中国通”藤井省三，他是中国文学研究专家。91年开始评论中国电影，本书便
是他的华语电影影评集。收录了40篇评论，囊括内地第三代至第六代导演及港台地区影片，与国内影
评人不同的是，他的文章更多反映出与之相关的中国历史、社会与时政。 
5、没有经验的感觉，不如白睿文的那本书。
6、读到第三章，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电影以后，逐渐变得有点意思。第三章之后还介绍了香港和
台湾电影，都还不错，好多列入了要去补看或者重看的名单里。
7、虽然翻译过来被删改得过于简单而有点失望，但还是不得不佩服藤井搜罗资料的能力
8、消遣。其实，很多时候确实外来人容易看的透，因为他们想的也很简单。
9、这本写得有点太随意了吧。。。倒是想起来采访的时候藤井说高行健还没得奖的时候住在巴黎郊
区，他去拜访，对方带他去附近一家希腊餐馆吃饭，餐厅非常非常吵服务生在跳舞，而高行健一直用
很大的声音跟他聊三岛由纪夫。后来高得奖，终于有钱搬到了市中心的大房子里，去的就都是好馆子
了。
10、谢谢@世图赠书，第一次读到研究华语电影的日本影评人中文版图书著作。
11、豆瓣上中的书。反正一谈中国电影大体就是第五代，香港电影，台湾电影那么一些人。倒是没什
么错，但是说的都大同小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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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一个日本学者的影评，但是看后觉得不像影评，说的好就是坐着知识渊博，说的不太好就是作者
喜欢东拉西扯。一部电影，有时候会花大量的篇幅介绍电影的故事背景，最后两句话把电影交代完毕
。有很多时候会把电影和原著做比较，猜测电影为什么要这么改编，比如霸王别姬原著没有同性恋，
活着的原著结局悲惨等等。有时候还会大篇大篇介绍历史，比如悲情城市那部，用了3-4页介绍了台湾
的二二八事件，滚滚红尘那部也是花了大量篇幅写了张爱玲，阮玲玉这篇基本上就是阮玲玉的生平介
绍，电影在最后一笔带过，诸如此类。如果你要看一本关于摄像师的运镜，演员的演技等等，这本书
一概没有，呵呵。另外，这本书所介绍的电影基本上都是九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那段，基本上也都是
文艺片了。
2、炎炎夏日，一切都变得粘腻、模糊不清。窗外蝉鸣阵阵，圈几只绿萝放在身旁，手边是几本刚拿
到的新书，隔空观影。拿起一本，盯着封面，忍不住又放空了。记得当初刚开始和设计交代这本书时
，自己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要一只漂亮的丹凤眼。现在看着这本书，不禁窃喜自己的私心，我想让每
一个拿起这本书的人，都不自觉地参与进一场观看仪式。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看你。初审
完成后，脑子里就蹦出这句貌似卞之琳诗歌的句子。作者藤井省三，是东大的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老
伯伯。可以说，他是中国电影在日本的第一代影迷。从青年时代起，藤井伯伯就一场不落地参加在日
本举行的中国电影节，那可能是当时在日本观看中国电影的唯一渠道。和众多文艺青年一样，藤井对
这种异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大多数观众而言，电影是娱乐；但是对文艺青年而言，电影是窗
，是看到更多真实风景的窗。藤井伯伯在书里说，他看到的第一部中国电影是样板戏《白毛女》，白
发少女在风雪中起舞的画面，给年少的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读到这里，我再一次坚定，真正的
美会自动剥离一切杂质；同时，这种来自不同文化的视角是何其珍贵，它发现了我们因置身其中而忽
略了的美。当时我也认定，这本书的价值，并不在它品评的四十部华语电影，而是作者独特的观看姿
态。仔细想想，是一场拐了三个弯儿的观看仪式：我们看藤井伯伯怎么看我们。中日的文化在这种互
相凝视中碰撞，有时会擦出很有意思的火花。比如藤井伯伯对八十年代中国的自行车很感兴趣，他看
到《民警故事》的海报是两个骑着自行车的民警，激动得不得了，急忙跑去影院期待一场骑车追拿自
行车大盗的追击战，结果却大失所望。在评论《滚滚红尘》时，他忍不住对人物原型张爱玲发表长长
的赞美加八卦，他认为张爱玲的文学绝不是单纯的爱情剧，而是“对世界大战中的中华文明、欧中文
明遗迹以及它们的'混血儿'上海文明的审视。”他赞赏张艺谋的才华，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批评导演对
市场的投合。他认为《我的父亲母亲》是“借助好莱坞的爱情故事”而拍摄出的“矛盾百出”的“中
国童话”。作者对旗袍也相当感兴趣，戏称《花样年华》里的张曼玉为“换衣服的张曼玉“，并且还
把《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评论命名为“围墙里的旗袍秀”。他在评论中，还对旗袍做了一番考究，原
来，旗袍还是民国时期女公务员的制服，顿时让我脑洞大开~总之，这是一本影评集，又不仅仅是一
本影评集。这是跨越空间与文化的对话，需要读者的参与才能真正的完成。所以，请加入这场观看的
仪式，与藤井伯伯一起隔空观影~~2014年8月 一个热到白茫茫的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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