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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颜色非常纯正，透光性能很高。彩色玻璃不仅能够投射出令人目眩的光影效果，而且是孟书娟看
世界的印记。书娟看到的许多景象都是透过彩色玻璃上的弹孔看出去的，这些彩色玻璃是她的前景，
也是一种象征，所以大花玻璃不仅是教堂神圣感的外在物化形式，更是一种人物内心象征的视觉化传
达。另外一些情节也发生在大玻璃处，比如日本兵欺凌书娟并试图强暴她，随后日本兵被李教官打死
的情节，对观众来说，斑斓色彩和惨无人道、和平神圣和残酷战争的强烈对比，形成一种深刻的记
忆--又美又绝望的感觉就来源于此。　　在尸横遍野的白色恐怖下，教堂的彩色玻璃映出的华美色彩
和投射到室中的彩色光线，是人性辉煌的色彩象征，这亮丽的一笔是创作者多年积淀的一次爆发。接
下来是沐浴在这人性光辉斑斓色光下的两个最养眼、养心的镜头：几乎全色彩的“十二钗”手捧中式
乐器，唱着民族特色鲜明的《秦淮景》小调，身着各色华美旗袍一字排开向我们走来。这也是全片中
最暖调的两个镜头，那美不胜收的画面和色彩，那颇具中国古典美的人物造型和姿态，震撼了所有人
的心灵。它是书娟的主观幻想，更是导演用色彩对秦淮女的礼赞。反打书娟的两个镜头也格外灿烂和
唯美，蜡烛点燃的跳动火光映照纯洁美丽的书娟，加上对称均衡的构图，营造出圣洁庄严的意境，仿
佛对整个中国女性内在与外在美的赞颂。　　影片的结尾，纯净的红、黄、蓝透明色彩充满画面，慢
移，弹孔的彩色玻璃成为前景，再到色彩斑斓的十四钗出现在画面中，定格。这一绝美的画面使她们
完成了自我救赎，达到精神升华，得到永生。这也是影片主题的视觉总结。　　五、数字技术与电影
质感　　在电影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最主要的技术莫属数字技术全面改变电影的形态。目前在我国
，后期数字中间片和数字拷贝已基本占领市场，完成了从胶片到数字的全面过渡，但前期拍摄仍然没
有全部数字化。国际上，大片也几乎都还在用胶片拍摄，以保证电影的质感和品质。我国大部分数字
电影仍是小成本制作的代名词，质量也不能与胶片电影相媲美。唯独只有张艺谋的电影，连续三部坚
持用数字摄影机SONYF-35拍摄，而且影像质量一部比一部好。《金陵十三钗》的文戏部分主要是用
数字摄影机拍摄，一是因为新演员多，新演员需要不断的拍摄，数字拍没有片比的压力；二是贝尔的
档期短，数字的优点是拍完就知道结果，不需要胶片洗印加工的过程，马上就能看到结果。这也是数
字技术的两个优点。战争部分是胶片拍摄的，因为在表现战争氛围方面胶片还是有优势。还有就是片
中的运动镜头和一些升格镜头是用胶片拍摄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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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康健民主编的《2012中国电影艺术报告》分为“总报告”和“专家视野”两大板块。“总报告”力求
对国产电影创作进行全面、理性的分析，体现中国电影家协会作为一个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的文化立
场，坚持正确的导向，倡导正确的创作思想，探讨创作规律，总结创作经验。“专家视野”则旨在提
供一个更为专业、开放、独立思考的学术平台，充分包容学者的个性观点，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探索电影批评与电影创作的互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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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电影评论家、理论家若无法通过自己的存在实质性地干预影片票房收益，深入到电影的实际制作
，再犀利的点评和学院化的意见都仅仅是为“电影学术宝库”增添几篇论文而已，看过便罢。所以年
轻的影评人拿起执筒奔赴片场吧，像当年法国《电影手册》里的他们一样。
2、这是给普遍低劣的中国电影现状来唱赞歌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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