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章 

电影评论 

第⼀节  影 概念电 评论  

电影评论简称影评，指的是观看某一部电影后，针对电影相关内容发表个人评论和见解。

对专业人士而言，电影评论指的是就一部电影的思想内涵、导演特色、表演技巧、画面与构

图、色彩、人物塑造、音乐等方面进行评论或批评，因此，电影评论又称为电影批评。 

1895 年，电影诞生。从 初来看，电影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然而，当电

影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我们惊喜地看到电影以继文学、戏剧、音乐、雕塑、绘画、建筑之后

的第七艺术的面貌呈现在众人面前，成为一门包罗万象的综合艺术。20 世纪初，电影评论这

种写作体裁开始出现。意大利诗人、电影先驱者乔托·卡努多在巴黎率先对电影进行评论，并

于 1912 年发表了著名的《第七艺术宣言》。电影评论伴随着电影的发展凸显出了其自身的重

要作用。在各个国际电影节上，电影评论打破了国界，在更为广阔的平台上进行交流，众所

周知的纽约影评人协会主办的纽约影评人奖，更是将电影评论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932 年，中国共产党在电影界成立了以夏衍为主的电影小组，并创办了左翼电影工作者

理论与批评的杂志——《电影艺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电影评论有了进一步的发

展，各种电影评论杂志开始不断涌现，如《电影评论》《电影文学》《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等。1981 年，中国电影评论学会成立，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成立电影评论学会，我国香港

地区亦有电影评论学会。同时，中国涌现出很多知名影评人，例如：张小北、周黎明、顾小

白等。正是伴随着影视评论的不断发展，中国电影才迎来辉煌，被世界广泛了解，由此可见

电影评论的重要性。 

第⼆节  影 写作前期准电 评论 备 

初学电影评论者往往存在一个问题，即观赏完一部电影后不知从何写起。出现这种状况

大可不必恐慌，因为电影评论是一个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过程。学习写作电影评论不可



 

 

心急，需要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初学者在此阶段需要准备的是： 

（⼀）拉⽚本 

拉片本用于电影观赏过程中的记录。电影是一定时间内的时空艺术，在观赏的过程中要

学会记录。记录的内容从 基本的“五 W”（when，where，who what，why）原则展开，即时

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等。通常电影长度多集中在 90～120 分钟。当电影播放时，应

准备好拉片本，记录“五 W”；当电影进行到 30～45 分钟时，应开始考虑评论角度；确定评论

角度后，针对评论角度予以记录。以陈凯歌导演的电影《和你在一起》为例，在电影进行 45

分钟后基本剧情和人物已凸显出来，如果选择分析片中“刘成”这个人物的话，那么拉片本上

就应围绕刘成的相关台词、细节、人物心理塑造等方面着重记录，方便在写影评的时候提炼

论点与论据。 

当然，专业的拉片又与影评有所差异。它指的是通过反复观看同一部电影，分析并细致

到每格来记录，以深度解读电影，就电影的每个镜头内容、景别、运动方式、场面调度、台

词、声画、剪辑、机位等进行详细的记录并分析。 

养成拉片的习惯对于影评写作是至关重要的。除此之外，它还可以帮助学习者在日后对

观看过的电影进行梳理和总结。在学习者的笔记中，笔者曾看到有人写道： 

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先前的习惯，身边总会有个厚厚的大本子，被称为拉片本。每次看

电影都要拉片，每次观影后都要写评论。那段日子过得有点苦，但回忆起来，还是很感激老

师让我们养成好习惯。 

翻看那年的拉片本，发现那一年的“我”是这样的： 

《一个国家的诞生》有点长，若不是冲着格里菲斯恐怕很少人会看，真正耐心看完的人也

恐怕少之又少。 

费穆的《小城之春》，不知道为何有那么高的评价。不敢苟同那个年代人的爱情，含蓄得

让人有点着急。 

《罗生门》让我认识了黑泽明，这位亚洲唯一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导演确实有属于自

己的特色。 

《后窗》中希区柯克的悬念与表现手法值得称道，想起后来看的一部电视剧《不要和陌生

人说话》想必就是模仿的这种叙事模式。 

《玛利亚·布劳恩的婚姻》让我认识了法斯宾德，这部影片值得称道的是 后的结局，寓

意深刻，耐人寻味。 

两个人的车站，爱情的车站，生命的车站，《两个人的车站》第一次让我感受到苏联电影

的唯美。 

观看了电影《芙蓉镇》后，又相继看了谢晋在不同时期创作的电影及他的传记。谢晋是

一位伟大的导演，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父亲！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让我知道台湾有个导演叫杨德昌，直到后来看《一一》的时候才

对杨德昌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他的电影看似平淡实则深奥，是需要静心后慢慢品味的。 



 

 

李安的电影《喜宴》是其早期“父亲三部曲”中的一部，他的作品永远充斥着中西方文化

的碰撞与交流。 

这些感受均是来自那一年，时过境迁，唯一的怀念方式也只是通过翻阅那时候的拉片

本了。  

电影评论所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篇简单的评论，更多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过程感

受不同电影中的人生，这未尝不是件幸福之事！ 

（⼆）培养 感艺术 觉 

艺术与工科、理科的区别在于，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概念可以学习，也没有固定的公式让

你去演算或推理。艺术是需要感觉的，电影更是如此。 

笔者在长年教学影视评论的过程中，反复向学生强调，我们的课堂是灵性与思考并存的，

而不是一种简单的传教。不是教师在讲，学生在记；老师的责任是培养学生的艺术感觉，将

他们领入电影的范畴，绝不能束缚其想象力和创造力，尽量多而广地挖掘其潜力。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曹文轩在《艺术感觉与艺术创造》中曾指出四种艺术感觉可

以帮助人在艺术领域得以更好地发展，即敏锐的感觉、丰富的感觉、特殊的感觉和细微的感

觉，这一说法同样适用于电影评论写作的学习。 

感觉敏锐通常指的是一种心理印象能力，在观看电影时表现出的感觉敏锐多集中于对电

影中的画面、构图、景别、音效等的关注，即对电影视听语言有着敏感的感触。以电影《罗

拉快跑》为例，感觉敏锐的观影者会注意电影中出现的每一处不同的钟表，并结合色彩的意

义及情节阐述钟表在影片中的作用。再比如电影《车票》，感觉敏锐者会发现蓝头巾在电影剧

情中出现的频率，或许只是出现在一个不经意的角落，却对故事的展开做了足够的铺垫。 

一篇好影评的评论点一定是有力度和深度的，要想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写作者在观影时

有特殊感觉。这种特殊感觉指的是论点有深度，即评论的层次感要强，对电影的挖掘要深。

例如电影《喜宴》，一般观影者都可以感受到剧中父子的矛盾与冲突；而有特殊感觉的观影者

则会透过现象看本质，将其上升至“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的高度上。如此写出的影评必

然会比前者更有力度。除此之外，特殊感觉还包括善于发现常人未发现的观点。譬如电影《一

一》，大多观影者会将视线集中在剧中的“杨杨”身上，通过孩子的眼睛看周遭的一切。不可否

认，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切入点，但要想将影评写得具有特色，不妨在影片的片名上下点工夫。

思考导演杨德昌为何会给电影取名为《一一》呢？这其中又蕴含了怎样的感情色彩？与电影

的感情基调有何联系？凡事多问几个“为什么”，才会发现电影潜在的艺术特色，当学习者充

分体会到这点时，才能将自己从非专业人员变为专业人士。 

感性、细腻是所有从事艺术行业人士的共同特色，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感受电影所带来

的点点滴滴。而同时，影视评论者也应保持客观理智的态度，才能更全面地评论一部电影。

这种说法看似是矛盾的，其实就是所谓的间离效果。间离效果作为一种专业术语，多用于戏

剧的舞台表现方式，用于电影中，简而言之就是看戏，但并不完全融入剧情，这便是： 

入戏，则入木三分，淋漓尽致；出戏，则恍然大悟，若有所思。 



 

 

宏观，则纵观全相，整体把握；细节，则微观体验，细腻敏感。 

电影评论要想达到专业水准就必须要储备电影基本常识，只有在储备基本常识的基础上

才能更准确地、更好地运用电影专业术语。所谓的基本常识主要包括：中外电影史、电影流

派、电影基本知识、电影奖项设置、经典电影赏析等。这些内容，本书会在后面的章节里进

行详细论述，衷心地希望各位初学者能在起航前准备就绪，为之后的学习与发展奠定良好的

基础。 



 

 

第三节  ⾓度评论  

（⼀）⼈物分析 

众所周知，“文学是人学”，“风格即人”，电影中人物的塑造同文学中人物的塑造一样有

极其重要的地位。人物是一部影片的灵魂和核心，人物塑造得成功与否直接决定着影片的成

败，影视作品就是在塑造人物、讲述人物中展开故事。 

人物分为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除了对主要人物进行分析外，如果次要人物很有特点，

也可以进行分析。如在陈凯歌的《和你在一起》中，不仅可以对主要人物小春进行分析，也

可以对刘成、江老师、余老师、莉莉进行分析。 

影片所展示的主人公是电影中的人，但同样是自然界中的人、社会中的人，因此，不管

是英雄还是普通人，在不同的场景和事件中，既有性格强势的一面，也有弱势的一面。假如

我们对一位将军进行分析，这位将军在战场上是一个果断杀伐的角色。但在他爱的人面前，

却可能是一个体贴的好男人，兴许在面对爱人时手足无措，在抱着孩子时紧张万分。如果分

析一个小偷，我们看到他登堂入室偷东西，但当他看到这家住着一个行动不便的病人或是躺

在床上的老人时，也会转头就走。因此，在分析人物的时候不能片面看待，而应该全面分析，

既要看到这个人物的优点，也要看到这个人物的缺点。 

在分析影片中的人物的时候，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人物在影片中担当的角色 

电影中的人物是由演员扮演的，人物有时是一个抽象的符号，有时是一个具体的概念。

演员饰演的人物分为几种情况：影片中的人物就是演员本身，这是演员的本色表演；影片中

的人物是演员本身的体验与影片中角色的设定相结合而成的；影片中的人物就是剧本中的人

物，这是角色演出，大部分的演员均是角色演出。 

2. 人物的外在表现 

一个人物的出场是什么样的装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如在《失

恋 33 天》中，文章饰演的王小贱的装束：打着耳钉，抹着润唇膏，提着黑色大包，穿着格子

衬衫等，这样一个有着阴柔气息的男性形象便呈现在观众面前了。再看他的性格特征，与外

形有着相似之处，苛刻、尖锐、小气、得理不饶人。但他毕竟是男生，在保护他心爱的女生

时又充满了男性的魄力。在早期默声片中，演员外貌极其重要，如卓别林永远带着高礼帽，

拄着手杖，穿着宽大的上衣、裤子和大头皮鞋，留着两撇胡子，走着外八字，这样一个具有

喜剧感的小人物一瞬间便吸引了观众的眼球。 

3. 人物景别表现 



 

 

在影视作品中，不同人物用不同的景别进行心理、情绪的描写刻画。在《我的父亲母亲》

中，在讲述年轻“母亲”的形象时多用近景、特写和全景，表现母亲的温婉秀丽以及母亲对爱

情的大胆追求、对父亲归来的期盼等。导演张艺谋在讲述年老“母亲”时多用全景的镜头来完

成，使人面对年老“母亲”时更有一种尊敬之情。 

4. 人物位置的表现 

影视作品在人物位置的处理上，对影片风格、画面效果人物塑造上都有特殊意义。有的

人物处在画面中间位置，有的处在画面边缘位置，有的甚至是不完整的形象分布，在画面中“卡

头卡脚”，人物所处的不同位置与导演的表达有着很大的关联。《菊豆》中的菊豆和天青之间

永远隔着楼梯，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 

5. 分析人物动作的表现技巧 

影片中决定和影响人物动作的重要元素是环境、事件。导演对不同人物的表现有不同的

塑造方法，因此，在分析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导演用什么样的镜头技巧来表现人物动作。有些

电影导演习惯采用固定的演员、技巧以及塑造人物的方法，如早期张艺谋拍摄的影片，大多

是以表现女性形象为主。但有些导演在每部影片中都采用不同的创作方法，来塑造不同的人

物形象。如徐克的电影大多运用夸张、变形的镜头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动作；吴宇森大量

运用叙事镜头和高速摄影，使影片中人物的动作僵化，表现人物的异化，但整部影片却体现

出一种浪漫、飘逸和超然的感觉，他的影片延续了“暴力美学”的风格。 

6. 镜头的光线形式塑造人物 

电影的场景设置、光线运用都传达出导演的设计性、独立性、鲜明性。影片中的光线在

塑造人物的同时，受到场景、空间、环境、光源的位置、方向、光线性质的影响，还要受到

影片主题、内容、风格、样式、叙事、情节和导演处理的影响。 

影片中每个人物都有特定的光线，一般是根据人物的性格特色来设定的，只要这个人物

一出场就伴随着这种光线。在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对陈老爷用的是逆光、

剪影、半剪影的处理，这样的人物形象具有神秘性，虽然看不见陈老爷的真实面目，但他的

权威却是无处不在的，这个人物在影片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更多的时候影片中光线的处理

是为了符合影片的风格。关锦鹏导演的电影《阮玲玉》，对现代时空中阮玲玉的扮演者张曼玉

采用的光线是逆光、轮廓光，具有现代美感和唯美感，与早期影视资料中的氛围很不相同。

利用光线塑造了两个不同时空，并且使两个时空交替进行。 

（⼆） 听 ⾔分析视 语  

1. 景别分析 

电影景别是电影画面视觉样式的表述语言，不仅是造型元素，更是叙事手段。景别是电

影语言的外在的表现形式，景别的设置体现出影片的叙事风格、视觉风格、导演风格。 



 

 

电影《黄土地》中翠巧挑水归来，听到顾青教憨憨唱歌时的场景，采用的是中景镜头，

黄土地处在翠巧的背后。翠巧脸上的表情开始时是高兴的，慢慢变得严肃起来，一脸的沉思

和哀伤。高兴的是弟弟终于开口说话了，心情转变的原因是翠巧想到了自己的命运，黄土地

象征她一生也无法摆脱的命运。同时也暗示了翠巧无论怎么走， 终都会与黄土地在一起，

这就是翠巧悲剧性的人生。 

2. 色彩分析 

色彩是电影中重要的视觉元素之一。现代电影创作中可以自由表现大自然的色彩，也可

以主观对色彩进行人为调配以表达特定的含义，电影导演通过色彩的调配传达思想，表现影

片风格。 

电影作品中色彩的运用可以推进故事发展，刻画人物性格，表现人物心理，传达特定情

绪。随着技术的发展，色彩的处理技术由 初安东尼奥尼在电影《红色沙漠》中的片上上色、

现场加工、加滤色镜、洗印技术发展到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在计算机上输入数据直接改变影

片色彩，使影片色彩更加自然，用色也更加自由。 

每部影片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风格，例如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中，采

用黑白交替的色彩。彩色表现过去的时空，对过去的回忆因为有父亲的存在而充满了温暖和

感恩，现实中运用冷色调，表明父亲死后，爱情也随之消失，传达了痛苦悲伤的情感。 

左边画面是“母亲”怀里抱着水饺追赶远去的“父亲”。在这个镜头中的画面相当有层次，

镜头分为前景、主体和后景，前景色彩是浅黄色的，主体母亲的衣服是鲜红色的，背景是鲜

艳的黄色和深褐色。彩色部分是《我的父亲母亲》中的回忆部分，充满了浪漫和唯美的感觉，

与整个影片风格相一致。 

3. 光线分析 

光线是摄影的灵魂。影片中光线的使用直接表现了导演和摄影师对画面视觉的追求，决

定了影片中的人物形象。一部影片的光线可以是自然真实的，也可以是唯美的。 

按照光线的方向和形式可以将光线分为： 

（1）顺光：摄影机的方向和光线的方向是一致的。被摄主体没有光线的明暗反差，阴影

在被摄主体的后面。缺点轮廓不太明显，立体感较差。 

（2）逆光：摄像机的拍摄方向与光源的方向是相对的，被摄体有明显的轮廓，形成剪影

的效果，画面中的明暗反差强烈。光线的效果生动，富有造型的效果。逆光有全逆光和侧逆

光之分。 

（3）侧光：摄影机的拍摄方向和光线的照射方向成 30、60、90的夹角。被摄体有明显

的受光面和背光面，光线有明确的方向和阴暗关系。侧光分为正、斜侧光。 

（4）散射光：主要是由于光线被云彩遮住或其他的物质挡住，形成一种散射的效果。散

射光线没有明确的光线方向、明显的明暗关系。散射光线使画面效果柔和。 

（5）效果光：效果光的光源方向不确定，可以产生特定的效果。如蜡烛光、火光、手电

光等。 



 

 

按照光线的性质和作用可以将光线分为： 

（1）主光：塑造人物的主要光源。主光可以是任意的光线。 

（2）副光：人物的次要光源，辅助表现人物的形象，通过改变副光的光源反差，控制光比。 

（3）轮廓光：表现人物外部形象的光源，表明环境与人物的关系。 

（4）背景光：表明环境的光线背景，主要塑造气氛。 

（5）修饰光：一种补充光线，在拍摄人物和环境时进行必要的补充，是一种可有可无的

光线。 

电影光线的作用在一部影片中不可取代：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构造画面的视

觉风格，塑造环境的气氛。 

4. 影调分析 

影调是电影画面色彩与黑白灰之间的视觉效果以及影片的整体感觉。影调与光线一样，

首先是电影摄影的技术问题，其次是艺术问题。影调是电影作品视觉风格的表现形式。影调

对影片整体有很强的约束性，直接影响一部影片的镜头、胶片类型的选择、摄影光线的处理

方法、摄影风格的选择等。 

影片中的画面处理是由导演和摄影师根据影片的整体风格和内容来决定的。摄影师将影

调调暗，如在王家卫导演的《花样年华》中，电影的情节故事大多发生在夜晚，摄影师将影

调调得很暗，主要是一种怀旧、忧郁的色彩。当然，也有的摄影师有目的地控制曝光，造成

画面的亮度，如在《阮玲玉》中，部分场景和画面的光成发毛的效果，而其他部分的画面明

亮、温暖，使整个影片充满了诗意感。还有的摄影师将整部影片调成统一的影调，如在张艺

谋的《我的父亲母亲》中，现代时空是黑白的，张艺谋采用高调的处理方法，回忆的部分是

彩色的，影片是一种暖色调，也是高调处理，影片显得十分真实和舒服，在精神和情感的塑

造上都十分成功。 

（三）主 分析题  

在影视作品中，主题是电影的灵魂和精华，是我们的精神食粮。观众在观看完影片后第

一反应是总结电影的主题，即电影的核心内容和内涵。通过电影的主题思想，可以看出导演

的世界观、价值观。电影主题主要通过人物动作和语言传达出来，是影片情节和事件的外延。

电影的主题思想并不是唯一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部电影的主题也是多元

化的，影评人在分析一部电影主题时也应该从多角度、多切入点来分析。 

现当代电影的主题有时比较朦胧，传达的是一种内心的感受，如张艺谋的电影《有话好

好说》，很难讲这部影片主要讲的是什么，大多数的观众在看完后都觉得一头雾水，但其实它

表达的是一种气氛、一种状态、一种生活体验。 

电影的主题并不仅是看，完电影以后的内容概括，而是电影创作者所传达的目标追求和

心灵净化。因此，影评人在理解影片主题时要注意下面两个层次： 

导演究竟想告诉我们什么。通过影片中人物的行为可以感受到导演的创作意图，影片中



 

 

的人物不是概念的堆砌，而是导演、编剧思想具有艺术气息的表达。 

通过影片的主题、立意和视听语言传达出什么。一部影片虽然带有明显的个人主观色彩，

但它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表达，更主要的是对整个世界的认识、态度、情感和审美的传达，

是一种生活的感悟。例如第四代导演，他们生命中 美好的时光埋没在“文化大革命”中，“文

化大革命”过后，大批导演开始反思“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个人体验，于是出现了一批伤痕文学

和伤痕电影。如滕文骥 1976 年的《生活的颤音》；谢晋 1986 年拍摄的《芙蓉镇》，主要表现“文

化大革命”对人造成的伤害和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又如第五代导演也知道“文化大革命”，

但他们并不像第四代导演那样有深刻的体会，他们大多数人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代学生，

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在他们的影片中反映的是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例如陈凯歌的《黄土地》、

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第六代导演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但经历了改革开放和

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他们开始思索巨变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旧的东西逐渐被抛弃，新的东

西逐渐侵入各个角落，这不仅仅是物质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心灵的变化。例如贾樟柯的“家乡

三部曲”，影片通过讲述一个普通的故事，宣扬一种积极向上的思想，传达出丰富的思想内涵，

提高和净化人的精神境界。 

在分析影片主题的时候除了观看影片外，还可了解与电影有关的各项资料。 

这部影片是否改编自文学名著？原著中所传达的是什么主题思想、时代背景和人物形

象？我们现在看到的影片又传达出怎样的精神和情感世界？ 

例如电影《顽主》根据王朔的同名小说改编。该电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怀揣梦想与

创意的青年于观、马青、杨重合伙开设了一个名为“三 T”的公司，公司宗旨是“替人排忧、替

人解难、替人受过”。他们碰到了形形色色的怪人和怪事。啼笑皆非，但都给应付了过去，公

司业务兴隆，生意火爆。自公司成立以来，业务不断。首先是杨重代替某医生与其女友刘美

萍谈恋爱；接着马青替一男子舌战娇妻，而经理于观接待号称作品应获大奖的“作家”宝康。

伴随着公司的发展，很多事情和变动开始接踵而至，杨重的顾客刘美萍竟对他有了爱慕之心；

为“作家”宝康举办的颁奖大会，不得不在商场临时抓人来扮演发言的名人；怕女友在分手时

掉泪的人前来求助，结果要告吹的女友正是刘美萍；替顾客照料患重病的老太太， 后却被

其亲属告上法院。三 T 公司被停业整顿，同时也接到了法院的传票，老太太的亲属们坐在营

业部要求赔偿损失……于观、马青、杨重三人走上大街以冲撞其他人来发泄怒气，没有人理

睬他们，当他们离开已停业的公司时，发现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都是需要帮助解决生活

难题的。电影《顽主》围绕“三 T”公司兴衰的荒诞故事，表现了改革开放初期各种纷繁复杂

的社会景象以及人们的各种心态，包括各种病态人格、行为和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现象，用调

侃、玩耍的方式对此进行了嘲讽，表达了对旧秩序、旧道德观的反思、批判和对人生的深刻

思考。影片将荒诞风格与纪实的艺术手法相融合，高度再现了各种生活图景，给人以亲切、

朴实、可信之感，同时，片中音乐、歌曲的处理与作品的气氛、格调也十分协调，将现代生

活中都市人特别是都市青年人的各种情绪渲染得淋漓尽致。 

对影片进行分析时，要了解导演的其他作品及其一贯的创作风格，以及在所要分析的这

部影片中采用了什么电影手段、电影风格、电影样式来完成影片的叙事和主题的表达。 



 

 

作为影视评论者对导演要有一定了解，如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首先你要知道这部影

片的导演是张艺谋，那么张艺谋的影片有哪些？《红高粱》（1987）、《代号美洲豹》（1988）、

《菊豆》（1990）、《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秋菊打官司》（1992）、《活着》（1994）、《一个

都不能少》（1998）、《我的父亲母亲》（1999）、《幸福时光》（2000）、《英雄》（2001）、《有话

好好说》（2004）、《十面埋伏》（2004）、《千里走单骑》（2005）、《满城尽带黄金甲》（2008）、

《三枪拍案惊奇》（2009）、《山楂树之恋》（2010）、《金陵十三钗》（2011）等。影评人要了解

第五代导演的背景，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独特的认识，因此作品中有浓厚的民族情感和

社会责任。在张艺谋的早期的影片中可以看到对传统思想的批判和对女性的同情。巩俐主演

的几部影片，如《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都是以女性为主角，在《菊豆》《大红

灯笼高高挂》中表现女性受传统思想束缚和限制， 终走向灭亡的悲剧命运。但是在《红高

粱》中，张艺谋将女性的地位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高粱地野合”的场景十分大胆。

中国电影中对性明目张胆的表现很少，但张艺谋做到了，这在当时可算是第一人。从电影《泰

坦尼克号》开始，中国开始引进好莱坞大片，随着欧美大片的引进，中国电影票房逐渐被外

国影片所包揽，于是大批导演开始拍摄大片，意图扭转这种局面。2000 年，李安导演的《卧

虎藏龙》大获成功，直接刺激了中国电影业。2002 年，张艺谋拍摄了中国第一部大片《英雄》，

开启了中国电影大片时代。但不幸的是，大片虽具有商业性，但在艺术价值上却有所欠缺。

于是，在 2005 年，张艺谋拍摄了一部文艺性较强的电影《千里走单骑》，获得好评，而之后

再次尝试拍摄《满城尽带黄金甲》，效果却不如预期。张艺谋、陈凯歌等一批第五代电影导演

在艺术片和商业片之间徘徊，力图寻找一条平衡之路。 

在看完一部影片后，要将影响 深的情节、场景、段落记下，能够准确、生动表达出观

影时的艺术感觉和内心感受。例如在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中，一个小女孩

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通过辛德勒的主观视角看到的，在长长的犹太人行走的队伍中，灰暗

阴沉的画面中，唯有这个小女孩是彩色的，犹如寒冬中的一抹阳光。当小女孩从纳粹的眼底

下离开，躲到床底下时，每一个观众的内心都希望她是安全的。但在纳粹大屠杀犹太人的时

候，漫天的骨灰如同飞雪般落下，到处都充满了燃烧尸体的气味，小女孩躺在一辆运尸车上

出现，俨然已经死去多时，此时人们对纳粹的恨意被推向高潮。这是一部成功的商业片，片

中传达的思想影响了一代代人，这部影片被认为是世界 100 部必看影片之一。 

评论者除了要了解导演的信息，还要知道这部影片宣传、上映的时间，以及各大报纸、

各大影评人的评论。例如在奥逊·威尔斯指导的《公民凯恩》中大量运用了长镜头和景深镜头，

影片上映时票房不如预期，影评家们给予的评价也不高，只有巴赞对这部电影的评价是肯定

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终于认识到了威尔斯对电影界的贡献，并对他的《公民凯恩》给

予了高度的评价。又如在李玉导演《观音山》时，屡次传出消息声称，李玉拍摄过程中为了

增加画面美感开辟了一条瀑布，很多观众涌进电影院是冲着“瀑布”去的；影片宣传时又传出

消息称女主角与影片中的一个女性角色有亲密戏份，于是又有一批人涌进了电影院。有时观

众从电影院中出来，边走边谈论，间接地为影片造势。了解这些信息不是八卦，而是间接通

过其他人来解读这部影片，评论中增加依据，使影评更加灵活。 

有些电影具备一定的历史背景，例如陆川的《南京！南京！》、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