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独 家 访 谈

63www.xinminweekly.com.cn

重要导演，最后再要给中国电影一

定的比例，工作好难。

我们的文化当中一个非常重要

的问题，就是历史感的缺失或者说

历史感的消失，聚焦在电影上，就

是趣味多元性的消失。我们不知道

有过什么电影，我们不知道有什么

好电影，就以为只有单一的那种标

准，比如漫威宇宙。

另外，我坚持把这本书作为一

种美育的素材，让孩子们能够通过

电影提高审美能力。虽然读者是孩

子，但我的定位是低龄而非低幼，

所以我不会降低难度，可也照顾孩

子，不想让他们第一步就接触到一

些极端类型电影，比如特别艺术的，

或者特别商业的。这本书里，我剔

除了这两个极端状态，在相对不极

端的情况下，尽量选择不同时期、

不同国别、电影史重要的导演，大

概在这么样的前提下，反反复复，

最后争议不下，所以又有了五十部

补充推荐片单。

我设定的读者其实是青少年（初

高中的学生），所以后来新书首发，

什么？

戴锦华：创意是我的第一个博

士生提出来的，作为母亲她很关

注中小学教育和美育，自己又是

师范大学的老师，跟我提出编一

本这样的书。我开始以为我只需

要站台就好了，但被给到最初的

编目后，我非常暴力地进行了修

订，就开始从电影的名单介入——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分众文化的时代，

不再是大众文化的时代。分众文化

时代的孩子们选择很多，我非常希

望电影能成为他们的选择之一。通

过电影所看到的世界，是其它媒体

不能取代的，基于这样的想法，就

做得很用心。

这一代年轻人，可能通过互联

网平台已经看过很多电影了，所以

我写《给孩子的电影》，没什么目的，

也没寄什么希望，更不想把它变成

教育课。不过，如果能变成教育课，

也算是一种启蒙的动机吧，让他们

通过电影认识这个世界。孩子们、

孩子的爸妈们，能够读到这本书，

从里面挑了一两部电影看看，这就

已经是我的梦想了。

这本书，只是一个问号。如果

一个读者打开了，认同我的书，看

了我推荐的一个电影，多少有点感

慨、有点收获，就很好了，算是和

电影有缘。

张英：梳理出的五十部电影，

都有值得推荐的理由。这 50 部电

影，是按什么样的参照标准选出

来的？

戴锦华：确定入选的片目花了

最长时间。当时尽可能想照顾电影

史，照顾不同国别，照顾不同的电

影美学流派，照顾不同的电影风格。

然后尽可能地照顾世界电影史上的

看到来的读者是小学生，我很惶恐，

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么小的孩子；我

有点惭愧，这个书不是给他们编的，

而更像是给他们的父母看的，所以

对孩子的理解，大家的分歧也太大

了。

我还挺高兴的是，好几个朋友

告诉我说他们初高中的孩子很喜欢

读，这对我来说大概是图书的最高

评价。

张英：书里梳理推荐的最后一

部电影是 2019 年的《流浪地球》。

我有点小小的意外，郭帆导演的影

片和宫崎峻一起，会放在同一个名

单里。

戴锦华：这个也是大家反复讨

论的结果。我们也还是想找一个中

国科幻的，因为在我的想象中，假

定读者是一个初高中的男孩子，让

他进入电影的捷径，是中国科幻的

东西；另一方面，刘慈欣小说改编

的电影，既有原著作者的设定，也

努力放置了很多中国文化的元素，

难能可贵。

张英：是否羡慕现在年轻的观

上图：《流浪地球》

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