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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影网效仿《视与听》邀请135位华人评委参与评选影史十佳影片和十佳导演

华人的迷影 自己的TOP10
英国电影月刊杂志

《视与听》每隔十年一次的
影史十佳评选，2012年度
的结果刚刚出炉不久，由
影迷网站“迷影网”（www.
cinephilia.net）在华语文
化圈进行一次相同的评选
也将于下周公布结果。和
《视与听》集结846位影评
人和358位导演的广泛性
和权威性相比，迷影网的
这次评选偏向华语文化圈
的电影品位、更具民间意
义。此番评选由影迷业余
组织，依靠人际关系邀请评
委。新京报采访此次活动
两位组织者大旗虎皮（李
洋）和magasa，为读者还原
这次评选的前前后后。

李洋的目前的身份是东
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影视艺术
研究中心主任，以网名“大旗
虎皮”建立中文电影百科网
站。作为迷影人（英文 cine-
philia，对电影、电影评论、电
影历史极度痴迷的一群人的
形容）的他和朱旭斌、magasa
等迷影人在互联网神交已久，
他们在朱旭斌建立的迷影网
交流对电影的感受。英国老
牌电影杂志《视与听》每隔十
年的十佳影片、十佳导演评选
是全世界迷影人的指南，对于
中国的迷影人有着很深的影
响。《视与听》今年刚好要公布
最新榜单，于是今年 4 月起在
magasa 的建议下，“迷影网”参

与打分的影评人决定邀请华
语学者、影评人、电影工作者，
也选出影史十佳，以回应《视
与听》杂志的评选。

在magasa看来，《视与听》
杂志代表的是一种西方的视
角，“尽管他们力图呈现一种全
球化的视角，特别是今年这次，
已经很努力地这么做了，但在
东亚这个特殊的历史文化传
统下，在华语电影圈、特别是
中国大陆这种特定的环境中，
电影文化的传播和吸收有着
与西方完全不同的运行轨迹
和特征。我想知道我们的评
选和西方人的操作结果有哪
些异同，最终帮助我们来更好
地理解自身的电影文化活动。”

发起 4月筹备，回应《视与听》
根据统计，这次参加投

票的一共有 135 人，来自内
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中
国澳门及东南亚、美国、欧洲
等地区，他们都拥有华语文
化背景。这些评委中，不仅
有影评人，还有电影学者、电
影节节目策划、电影杂志和
图书编辑、电影文化工作者
等。李洋介绍说，评委们有
两个共同点：首先是共同的
华语或中文背景，其次就是
都参与电影研究、电影评价
和电影文化的传播工作。当
然由于评委性别、年龄、文
化、地域背景都不同，各自交
出来的结果也差异明显。

和《视与听》不同，在评

委方面，迷影网没有邀请导
演，对此 magasa 解释：“原因
最主要的是基于操作性，如
果是邀请影评人和学者，我
们的资源比较充足，控制起
来也比较有把握。再邀请导
演的话，难以达到令人满意
的覆盖面和返回率，有的人
或许联系不上，有的人或许
会加倍地拖拖拉拉，最后肯
定遗憾会比较多。以后如果
条件更好了，或者有其他操
作模式，从导演着手也未尝
不可。”李洋说，除了未邀请
导演，评委中也明确排除跟
创作和产业方面有关的人
士，这与《视与听》的做法是
一致的。

评委 共135人，未邀请导演

整个评选活动由李洋和
magasa 两人负责，为了合理分
配精力，他们也找到十几个朋
友来发送邀请，每人负责联络
十来个评委。挑选评委有着

“迷影网”自己的标准，magasa
将其形容为评委是否“靠谱”，
他说：“至于什么是靠谱，至少
表示我们相信这个人的学识、
品位、见闻，足以对电影史上
的经典影片发表自己的值得
重视的看法。”迷影网是个完
全由影迷组成的网站，既无官
方 背 景 、也 无 强 大 的 资 金 支
持，邀请评委完全是靠人际关
系网络。部分投票的评委曾
经为迷影网撰稿，更多的评委
只 能 拜 托 朋 友 辗 转 相 邀 。
magasa 说，有些时候他们完全
不认识对方，只得冒昧地给对
方发邮件。也有部分评委以

各种理由推脱，不愿意来选，
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们一般也
只能加以说服，有不少还真说
服成功了。

和《视与听》杂志的做法类
似，“迷影网”给每一位评委发
了邀请函，并给出明确的评选
标准，让他们由自己的喜好选
出影史上的十佳影片和导演。
十佳影片一项是根据每部影片
得票多少简单累计，比如《教
父》一共出现了多少次，《霸王
别姬》一共出现了多少次，按次
数排名就是最终名单。十佳导
演同样由每个评委选择十个导
演进行累加，《视与听》的十佳导
演榜，是按照其名下影片被提名
次数来为相应导演排序，“迷影
网”是由评委自己选，magasa 觉
得这样的统计更准确。

李洋告诉记者，虽然只是

简单的统计方法，但实现起来
并不容易，也出了不少笑话，因
为中国内地、中国台湾、中国香
港等不同地区的中译名都不太
一样，比如特吕弗、戈达尔在香
港叫高达、杜鲁福，在台湾则翻
译成高达和楚浮。后来李洋他
们搭建一个统计平台软件，大
家根据统一标准输入影片名和
导演名，平台会自动算出结果。

迷影网店这次十大评选不
分外语片和华语片，李洋说：

“对影片分类评选，不符合我们
的宗旨，我们不希望专门为华
语片开辟一条‘绿色通道’，而
且在中国电影百年时，已经进
行过大规模的华语电影评选，
我们这次主要是面向世界电
影，但从结果来看，亚洲和华语
电影的地位比《视与听》杂志的
结果有显著提升。”

投票多少累加出十佳影片和十佳导演

论经典电影为什么重要及其他

截至8月16日，“迷影网”的这次评选已完全
结束，由于配套的视频制作还未完成，因此十大榜
单的公布日期推迟到了8月下旬。按照magasa的
构想，除了像《视与听》那样有一个不分古今中外
的主榜外，他们还制作了一些比较有趣味的子榜
出来，比如在世导演排名、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影
片排名、华语电影排名、亚洲电影排名等等。

magasa说：“希望关心电影的人都可以了解一
下。我们知道喜欢电影的人其实很多都是‘榜单
控’，对各种排行榜是有兴趣的，尽管大家都会吐
槽、质疑各种排行榜，这都很正常。我们希望能提
供一个让人觉得有价值的榜单，如果将来的人要
考察华人对电影史和经典电影的看法，引用我们
这个榜单，那么目的就达到了——至少从评委覆
盖的面和权威程度而言，我觉得够得上”。

8月下旬公布榜单

■ 评审标准 罗卡（香港，现任香港电
影评论学会董事）

十佳影片

《半边人》
《小城之春》
《危楼春晓》
《七武士》
《广岛之恋》
《八部半》
《狂人彼埃罗》
《2001太空漫游》
《大路》
《红色沙漠》

十佳导演

方育平
黑泽明
李铁
费穆
孙瑜
阿兰·雷乃
费德里克·费里尼
斯坦利·库布里克
让·吕克·戈达尔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

ATop10怎么评出来的？

榜单评选的运作程
序是相同的：从茫茫作品
中选出几部片子，是做

“减法”，甚至是“除法”。
影史十佳评选是一次“艺
术的科学运算”，要想做
到足够“经典”，首先要保
障分母、基数够大，要看
过足够多符合条件的电
影，无论求“差”还是求

“商”，质量都高，再与其
他人的榜单求平均值，
可靠性才大。标准也要
有充分的多样性，如果
一 百 个 人 按 一 个 标 准
选，就没意思了。既有
意思、又有价值的结果，
往往来自有趣的标准和
有趣的人。

B经典影片有什么意义？

从做减法的角度看，
经典清单对电影史非常
重要，对我们了解、学习
和记忆电影史，举足轻
重。无论在学校还是互
联网，学习活动归根结底
是获得一份可靠的知识
清单，而不是知识的全部
历史。有史以来的电影
大概超过30万部，而各种

《世界电影史》教材提到
的不过 5 万部，详细谈论
的导演不超过500人。所
以我相信，一部电影史的
写作是从清单开始的。
所以选出清单是一次短
小的历史书写行为，而阅
读清单则是一次简明的
历史阅读。

C经典电影意味着什么？

经典往往是树立标
准的电影。电影史上有
太多影片让人喜欢，但

“喜欢”与否往往是无差
别的，它掩盖了标准。经
典影片的与众不同，在于
比其他影片更能改变我
们判断电影优劣的标准，
并改变着电影这门艺术
的命运。它们有着与众
不同的高度和形式，成为
电影历史和美学的界标。

十佳、百佳这样的电
影榜单，是批量生产的标
准化电影与无法复制的
艺术杰作之间的中介，它
们同时代表着电影的典
型性和独特性，浓缩优秀
作品的共性，也体现出前
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孤独。

D跟你我有什么关系？

人总是渴望用最小的
人生成本获得对世界的最
大理解。一个喜欢看电影
的人，都希望寻找更多渠
道去了解电影，但人生苦
短，清单和经典成为难以
穷尽的艺术世界的替代
品。人们在选择任何一样
物品时都在动用清单，各
种品牌都千方百计想列入
每个人的清单上。清单是
捷径，保障了每一次抉择
的基本安全，达到付出与
收益的平衡。当我们从一
部电影中获得惊喜和快
乐，就期待在下一部影片
中重复或提升这种快乐。
学习和占有新的、有价值
的清单，因而成为生命和
阅读的双重经济学。

E经典会导致独裁吗？

大规模邀请专家开
列影史经典的榜单，其结
果可能是保守的，但每一
份新的清单，都能让人看
到抵抗、革命和颠覆的渴
望。《视与听》杂志每十年
一次的影史十佳评选也
好，《电影手册》“历史上最
美的百部影片”也好，制造
新清单，最终目的不是获
得一份保守或革命的答
案，而是对“是否应该继续
认同既有的电影等级和文
化权威”而展开的民意调
查。如果榜单的最终结
果，只能让我们看到无聊
的保守主义公约数，那只
有每个人的具体榜单，才
能让我们看到清单与清单
之间的无声竞争。

杨远婴
（内地，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十佳影片

《战舰波将金号》
《游戏规则》
《公民凯恩》
《偷自行车的人》
《东京物语》
《精疲力尽》
《八部半》
《教父》
《猜火车》
《罗拉快跑》

十大导演

爱森斯坦
约翰·福特
罗贝尔·布莱松
小津安二郎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斯坦利·库布里克
佩德罗·阿尔莫多瓦
艾米尔·库斯图里卡
李安
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

陈儒修
（台湾，电影学者）

十佳影片

《火车进站》
《生命之树》
《2001太空漫游》
《雨中曲》
《一条安达鲁狗》
《精疲力尽》
《八部半》
《侠女》
《悲情城市》
《盗梦空间》

十佳导演

奥逊·威尔斯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让·吕克·戈达尔
英格玛·伯格曼
拉斯·冯特里尔
马丁·斯科塞斯
小津安二郎
安德烈·塔科夫斯基
李安
皮埃·保罗·帕索里尼

木卫二
（内地，影评人）

十佳影片

《大都会》
《圣女贞德的激情》
《城市之光》
《偷自行车的人》
《蔑视》
《游戏时间》
《阿玛柯德》
《童年往事》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杀人回忆》

十佳导演

茂瑙
黑泽明
斯坦利·库布里克
吕奇诺·维斯康帝
埃里克·侯麦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维纳·赫尔佐格
马丁·斯科塞斯
基耶斯洛夫斯基
杨德昌

■

部
分
评
委
名
单

毛尖
（内地，电影学者）

十佳影片

《侠女》
《神女》
《沙家浜》
《东京物语》
《教父》
《迷魂记》
《公民凯恩》
《战舰波将金号》
《摩登时代》
《黑客帝国》

十佳导演

小津安二郎
弗里茨·朗
黑泽明
杨德昌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萨蒂亚吉特·雷伊
查理·卓别林
费德里克·费里尼
让·吕克·戈达尔
谢晋C18-C19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杨林

■ 公布日期

（刊载于新京报时略有删节） □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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