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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就说想到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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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点评

2014 年的中国电影令人一言难尽。一方
面，是中国电影市场以296.39亿人民币收官，一
举成为仅次于北美的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而
照此增幅，至迟在2018年，中国就将成为世界
最大的电影市场。中国电影市场的崛起与其他
地区电影市场的疲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正在
深远地改变着全球电影产业的格局。特别是，在
这近300亿的票房中，中国国产影片的比例达
到了 54.51%，这意味着，中国本土电影创作对
本土观众有着足够的吸引力，可以与为全球定
制的好莱坞电影产品抗衡。另一方面，中国国产
电影也遭遇了猛烈的批评，似乎从思想界、电影
学界到公共舆论，对国产电影都有着太多不满。

中国电影在近年的种种动向究竟昭示着什
么样的讯息？这个问题或许只有在当下成为历
史之后才能定论。不过从文艺史和电影史的坐
标上来看待国产影片的审美趣味和电影的文化
商品属性，仍然可以在当下就有所判断。本文的
陈述前提即是：电影究其主流而言，必然是一种
文化商品，离不开资本运作与市场回报；而实现
市场回报，则不能不考查消费者的取向。这些实
在是最起码的常识，但常识也往往是最容易被
熟视无睹的。譬如，只要我们追问一句：如果中
国观众整体对国产影片高度不满，那么国产影
片的高票房从何而来？于是马上可以看出，这种
不满恐怕只出自中国观众群体中的一部分，在
他们之外，还存在着“消费的大多数”。有趣的
是，这个“消费的大多数”其实也时时发出对他
们钟爱的影片强烈支持的声音，只是因为过于
情绪化、不成体系，而被简单地归作了“脑残
粉”。问题是，那么多人用消费来投票表达自己
的判断，真的可以用一句“脑残”轻轻抹去他们
的存在吗？是不是应该认真面对并分析背后的
原因呢？

本文尝试从普通观众选择与研究者分析的
融合视角来回顾2014中国电影创作生产发生
的一些动向。

类型的起落
随着观众口味的变化和类型模式的老化与

更新，各类型片都会经历周期性的冷热。
2002 年，中国式本土大片是由武打片《英

雄》发力的。武打、功夫、武侠，这三个有所差别
而又关联的词语共同构成了中国电影最独特的
类型。也正因此，当我们盘点2014年的广义武
打片时，那份失落和遗憾格外强烈。春节档的

《西游记之大闹天宫》号称要打造东方中国超级

英雄，实则把孙悟空矮化到毫无智慧和个人意
志的懵懂顽童。《四大名捕大结局》用足了美国

《X战警》的造型元素把原作涂抹得面目全非，
“愤青”温瑞安的社会寓言完全被无视。在“踢开
原作闹哪样”方面，《白发魔女传之明月天国》也
毫不逊色，梁羽生的潇洒典雅与偶像的看脸扮
酷先天不兼容。《冰封：重生之门》第N次用穿
越来使古代武士的身体获得新生，可惜精神没
跟过来。《绣春刀》的文艺腔调令观众期待了半
部影片时长，以至于当人物们匪夷所思的结局
到来时，大家尚未准备好。《黄飞鸿之英雄有梦》
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不过影片的原创性就远
不如其海报了。

这类东方技术流大片的没落不能单纯用武
侠类型处于低谷期来解释。在动漫式的造型、
游戏式的特效这两个形式上最易偷懒的弊病之
外，传统武侠精神的迷失才是根本。寻回“侠
之大者”，是这一类型再次崛起前必须承担的
使命。

喜剧片类型是 2014 年国产电影的一大看
点。这不仅因为它们数量可观、票房抢眼，更因
为喜剧是表征着某一特定社会族群当代精神状
态的重要类型。换言之，喜剧片的笑点实际上也
是社会心态的流露，不可小视。譬如，《老男孩猛
龙过江》大银幕的失利与《分手大师》票房的高
启，正可以看出影院观众的人群特点——更加
年轻，追逐时尚。《撒娇女人最好命》《我的早更
女友》分别带来“港范儿”和“韩范儿”的都市青
春故事，也增加了观众获得喜感的选择。《心花
路放》可能仍然是这一年最具话题意义的喜剧
片，它淋漓尽致地诠释了中国都市里小人物在
欲望和挫败之间挣扎的尴尬处境，得到了观众
复杂的心理共鸣。当然，我们期待更好的、更深
刻的喜剧片，但在2014年影院里，浪潮般的哗
笑声还是值得我们好好琢磨，中国观众因何而
笑？相信答案绝不只是“三俗”那么简单，结论更
不应该是禁止大众的笑声在影院里响起。

两大类型之外，国产惊悚片因为 《京城
81号》 的出现终于开始摆脱粗制滥造、毫无
原创的恶名。虽然受限于题材还未能充分发
挥，毕竟让观众开始有了期待。可惜只此一
部，尚未成气候。

创作者的代际
文艺片、艺术片不属于狭义的类型，且多与

创作者的特征风格交织，以此归为一个话题。
2014 年的电影创作者（不是都可以称为“电影

作者”），不妨从代际来加以勾勒。
一个相当突出的现象是年轻世代的崛起。

2013 年郭敬明推出 《小时代》 为其先声，
2014年的《小时代3》把国产青春时尚系列片
打造成了新现象。韩寒处女作《后会无期》的
成功也不是可以用“粉丝电影”论能解释清楚
的。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那么脱胎于话剧舞
台的《分手大师》及其主创俞白眉、邓超，衍
生自网络搞笑视频的《十万个冷笑话》及其导
演卢恒宇，也都得到了观众的重视和还算合乎
理性的解释。这伙年轻世代电影人在电影观念
上确实有不足甚至错漏之处，但却也预示着中
国电影未来的某种可能性。特别是，当他们不
约而同地对已有类型力求突破时，也或有意或
无意地完成了对中国类型电影新模式的试验。
我们不妨用更耐心、更宽容、同时更有智慧的
态度去对待当下的中国电影，这与严肃的批评
并不矛盾。

相比之下，电影圈以及电视圈知名前辈的
作品几乎都会成为众相瞩目的话题。而在2014
年，这些话题或悲或喜。许鞍华完成了对她心目
中那个“黄金时代”的叙述，而不能令观众理解。
吴宇森的《太平轮》（上）实际上堪称是香港电影
人迄今为止最具质感的现代战争片，但与他两
年前监制的《赛德克·巴莱》相比，其战争观不免
陈旧。张艺谋以“文革”背景创作的《归来》一片
在重大历史问题与苦情叙事传统之间寻找平衡
点，也暗示着自己艺术片作者身份的归来，用心
良苦。顾长卫的《微爱》从文艺风格向商业类型
转变，但这次转身实在不必要。如果说这几位仍
可赢得部分拥趸的敬意，那么赵宝刚、高希希、
张一白等这一年推出的大银幕作品实在乏善可
陈。自我期许过高，加上分别对历史、对言情、对
青春用力过度开掘，导致《触不可及》《露水红
颜》《匆匆那年》这三部影片不约而同地沉溺在
了刻意雕琢的影像和音效之中。

在创作者自我认知的问题上，陈可辛这两
年越来越清醒。他在《亲爱的》点映时自承，只能
做好文艺片，艺术片不敢多求，这也正是那部影
片的状态：事情讲完整了，人物立起来了，技巧
火候到了，世界名片桥段也学到位了，很踏实。
与之对比鲜明的当属姜文。大众期待他再次平
衡主流化的叙事和非主流的表达，而他再次任
性地试验非主流叙事与反主流表达。在错过了
这次机会之后，不仅是与观众之间，姜文与他的
电影梦想之间，恐怕也不止“一步之遥”了。这至
为可惜，但也再次证明文艺史上的一条定律：任

何天才都不可能脱离时代与现实而孤立存在太
久。徐克的《智取威虎山》可能是年末贺岁档
最值得借鉴的作品。港式英雄传奇与内地红色
经典融合程度之高，实在难能可贵。3D技术
与中国本土故事的结合更堪作教科书。实话
说，徐克近年作品在叙事方面不很周到，而

《林海雪原》原作为他补起了短板。徐克在这
部影片中找到了各方面力量之间那个极其微妙
的平衡点。

介乎新世代与前辈之间的，不妨归作中生
代电影人。黄渤几乎已经成为中国实力派演员
的代言，他这一年间出现在多部不同定位的影
片里，且都能为之加分。徐峥从演员向主创的转
型更是令人欣喜，他监制并主演的《催眠大师》
堪称2014年类型片里少有的精致标准之作，特
别是考虑到高智商题材的影片在近几年的国产
片中何其少见，这部影片的成绩更加可贵。

多元市场的发育
2014 年初，学院派出身的刁亦男凭借《白

日焰火》时隔7年再次为中国影人捧回柏林金
熊奖，也巧妙地凭着类型片元素与艺术片光环
创下了金熊奖影片在中国的最高票房，令人不
禁对艺术片在中国的市场前景生出想象。年末，
娄烨的《推拿》在台湾荣获6座金马奖杯，不料
却在市场上失利。两者的不同际遇不应归于艺
术水准，而仍然要到中国电影市场发育程度的
问题上找原因。说白了，当大众能在“艺术片”的
标签下获得一定的观影愉悦和满足，那么他们
当然不会拒绝一次“高大上”的观影经验；然而，
如果观影感受稍为沉重沉闷晦涩，则“艺术片”
仍然会让他们默默飘过。

当然，在那些电影文化相当成熟的城市，
2015 年或许会是艺术院线或者更多差异化院
线萌发的开始。从而中国电影市场逐步趋于多
元化，为电影创作者提供更广阔的平台，也为
电影观众带来更多选择。从长远来看，当有关
艺术片的信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众视野里，
他们迟早会学会接受这个“新生事物”，与此
同时，他们也会要求看到真正优质的类型片和
文艺片。2014 的金熊金马故事，则是这个过
程的新起点。

合拍片方面，好莱坞、乃至全球电影行业对
中国电影市场的渴望，催生了空前复杂的中外
合拍片身份。《X战警逆转未来》《变形金刚4》这
样的超级大片挖空心思想以合拍片身份挤进中
国市场，法国电影大腕让·雅克·阿诺把《狼图
腾》搬上了大银幕，由另一位法国人菲利普·穆
伊尔导演的《夜莺》甚至代表中国角逐奥斯卡。
在笔者看来，这些2014年发生的事件都显示出

“中国电影”这个概念日渐具备了深度全球化后
的含义，它已经、并将继续改变中国电影、当然
也包括中国电影艺术与美学的面貌。

可以预见，2015年中国电影的故事会更加
曲折。

琼瑶起诉于正侵权案一审结果
出来，引起舆论广泛关注，说明尊重
原创是社会的共识和良知。

但是，不容否认，透过这一诉讼
案，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国的现实国
情中，存在着诸多保护原创不力，影
响甚至是扼杀人们创新积极性的不
良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从某种意
义上阻碍了我国创新事业的健康发
展。这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转型期，法制建设尤其
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相对滞后所
造成的。因此，在利益驱动下，剽窃
者可以有恃无恐，出版者可以熟视
无睹，播出者也可以装聋作哑。似乎
形成某种亚链条，其成本低廉、风险
不大，常常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而
我们又缺少相应的法律法规约束和
制裁，执行力度低下，加之作者维权
意识不强，用行政手段解决又十分
掣肘。由此形成学术文艺界剽窃成
风，产业界假冒伪劣猖獗，市场上有
毒食品难以杜绝……

尊重原创，是建设创新型国家
的重要内涵。文学艺术惟一的生命
力，就在于创新，没有创新的文学艺
术作品是没有活力的。因此，要形成
一个尊重原创、保护原创的社会舆
论环境和法律法规体系，加大对侵
犯知识产权案件的执行力度，大幅
提高侵犯知识产权、制造假冒伪劣
和有毒食品案件的违法成本，在文
学艺术界，让剽窃者难以立足，在全
社会为人所不齿。

当然，作家艺术家要进一步提
高运用法律武器维权的意识，自觉
主动地去维护自己的原创权利。其
实，这也是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建
设公信社会的一种贡献。与此同时，

应当充分发挥社团组织的作用，帮助作家艺术家维
权。法院判决知识产权侵权案的赔偿金额应当进一
步提高，一方面弥补权利人的维权成本，另一方面提
高侵权人的侵权成本，使得剽窃者真正付出代价，让
心存侥幸者不敢贸然步其后尘。由此形成一个风清
气正的文学艺术创作环境，以便作家艺术家全身心
投入创作，用全部的精力和才华来巩固高原，创立高
峰，致力于不断提升文化艺术产品质量。

人必须有敬畏之心,作家艺术家更要具有社会
良知，要自尊自重。一个面对社会、面对世界毫无敬
畏之心，内心失去良知，不懂得自尊自重的人，无论
剽窃多么“成功”，与在街头大庭广众之下被警察当
场捉拿的小偷无异。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
经济，国家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制环境，保护知识产权
原创作品不受侵权。但是，法律仅仅是约束社会人行
为的底线，作为作家艺术家应当用自己的艺术心智
和才华，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而不是将会钉在
历史耻辱柱上的剽窃之作。

刚刚在央视一套热播的电视剧《铁血红
安》，不仅取得了不俗的收视成绩，而且赢得
了业内专家的好评。该剧的成功也成为湖北
广电近些年坚持不懈立足文艺精品创作的
缩影。日前，中国电视艺委会在京召开湖北
广播电视台文艺精品创作座谈会，来自业内
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湖北广电打造的
一系列文艺作品进行了深入探讨。

与会者认为，湖北广电立足湖北，站在
国家立场，以纪录片、电视剧、电影、广播剧

为牵头的整体品质的跨越式发展，形成了
令业界关注的湖北现象。这其中，最引人瞩
目的创作类型之一就是纪录片。不管是历
史文化片《楚国八百年》、人物传记片《屈
原》，还是地理文化片《汉江》、政论片《支
点》，创作者都在运用当代的文化思维记载
历史，都是把湖北的历史和现实放到全国
和世界文明发展中来讲述和衡量，展现了
历代荆楚儿女可圈可点的追梦史和可歌可
泣的奋斗史。此外，在电影《我的渡口》、综

艺节目《我爱我的祖国》、广播剧《格桑花
开》《首义三杰》等作品中，始终贯穿着积极
向上的价值观，尤其是作为最高境界和核
心要素的国家观体现尤为明显，观众能从
这些作品中感受到一种爱国的激情在奔
涌、在荡漾。从媒体传播的角度看，文化引
领力更多是通过作品的内容实现的。与会
者认为，湖北广电的创作者带着文化自觉
的使命感，在地域资源、国家意识与全球视
野的兼容整合中，注重内容的精心打磨，用
创新式的表达，书写了讲好中国故事、弘扬
中国精神的时代议题，其创作经验值得向
全国推广。 （徐 健）

专家把脉湖北广电文艺创作

市场期待多元市场期待多元 类型尚需完善类型尚需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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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基金会“向经典致敬——中国
老电影修复基金启动仪式”日前在北京中国
电影资料馆举行。仪式上主办方公布了第一
批捐资机构及其修复的经典电影：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捐资修复了《永不消逝的电波》、中
影股份有限公司捐资修复了《骆驼祥子》、电
影频道节目中心捐资修复了《渔光曲》、博纳
影业集团捐资修复了《林海雪原》、小马奔腾
影业有限公司捐资修复了《小兵张嘎》。

2015 年是中国电影诞生 110 周年。110
年来，中国电影创作了数以万计的作品，这
是中华民族历史的影像记录，已成为国家民
族和时代的象征而永载史册。那些用胶片摄
制的老电影，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抢救
和保护中国电影遗产是中国电影人的文化
责任和历史使命。为此，中国电影基金会发
起成立了”中国老电影修复基金”，将募集的
资金专项用于中国电影资料馆的老电影修
复工作，以此向中国电影110周年献礼。

据主办方介绍，如今在世界范围内，修
复胶片电影、保护文化产品，已是世界著名
人士从事的重要公益事业，更被视为重视文
化传承的人类文化精神的体现，被看作社会
文明的时代进步。中国政府在8年的时间里，
已拨款3.7亿元完成了近7000部电影的数字
转码和210部电影的精致修复。2012年中国电影资
料馆曾与上海国际电影节合作，获得60万元人民币
资助，修复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等作品。中国电影基
金会也向社会郑重承诺，所有募集到的修复基金将
全部用于经典老电影的修复抢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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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国产电视剧的一个突出现象，
就是行业剧以一种新的姿态和品质亮相荧
屏，赢得了较好的口碑。其中，聚焦卫生战
线的作品格外突出。近年来，医疗题材电视
剧从无到有，逐渐成为了市场上一个重要
的类别，其创作实践引起业内人士的关注。
日前，由中国电视艺委会、东阳市花儿影视
文化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电视剧《产科医
生》专家研讨会在京召开。与会专家结合该
剧的叙事方式、细节处理、艺术品质等方面
的特色，就医疗行业剧的创作经验和趋向
进行了研讨。

《产科医生》主要讲述了医生肖程与实
习医生何晶在产科共同见证生与死、爱与
责任，一起成长蜕变，从排斥到相爱的故
事。与会者认为，该剧实现了专业性与艺术

性、戏剧性和知识性的结合，较好地反映了
我国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传递大爱的精
神风貌。同时，该剧真实面对当前医院、医
生存在的诸多问题，特别是通过讲述诸多
医疗事件、医患关系及人性的拷问，彰显了
人性之善的主题蕴涵。与会者认为，该剧的
成功为当下医疗题材行业剧的创作带来了
新的经验：首先，要注重作品精神内涵的开
掘；其次，要敢于触碰现实的真实，要有生
活的质感和发现问题的锐度，不仅在诠释
精神的高度和人性的深度上有所突破，还
要掌握好辩证看待问题的尺度，重在给人
以正能量和温暖的主调；再次，要注重专业

化、严谨性。有与会者表示，“专业”应该成
为医疗题材行业剧最鲜明的关键词。《产科
医生》中，大约每四五集就解决一个疑难病
症，从日常看护、方案比对、突发病情等方
面对产科医生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的展现。
观众基本可以通过电视剧体验一把专业产
科医生的生活。医疗剧创作者应该本着专
业精神和严谨态度进行艺术创作，要熟悉
行业的规则和程序，把生命尊严作为最高
追求，在向观众传递积极向上思想蕴涵的
同时，让人们从剧中获得更多正确的医疗
知识和健康信息。

（徐 健）

“专业”是医疗行业剧最鲜明的关键词

因为不大熟悉、加之时代的隔膜，电影《智取威虎山》上映
之初并没有吸引“90后”这个早已占据电影市场大部分的消费
群体。但是，导演徐克让人们嗅出了不一样的味道。就像一个
向来不喜欢武侠题材的人，会被《七剑》在写实方面的突破所折
服，《智取威虎山》也带给了人们别样的惊喜。这一次，徐克把
武侠元素融入到了红色经典中，而又将红色经典变成了会稳赚
票房的类型片。电影中杨子荣和少剑波的革命友谊被转化成
了惺惺相惜的江湖情怀，负面人物座山雕也不再阴险冷郁，反
而有了诙谐、接地气的一面。在某种程度上，徐克、带有武侠元
素的红色经典、类型片，这三个关键词的累加早已让这部电影
稳操胜券。

在电影内容上，为了投其所好，现如今出现在国内市场上
的大部分商业电影都是轻松搞笑或是催人泪下的爱情片和有
着英雄救美故事的类型片。但徐克用他的聪明和机智，把红色
经典架构到了商业类型片当中。传统样板戏版本的《智取威虎
山》中的人物一贯都是脸谱化，爱憎分明。相比样板戏，电影中
的人物刻画活泼生动了许多。电影版中的杨子荣和少剑波更
像是中国版的007，一身正气幽默冷峻和机智，可以只身深入虎
穴，也可以唱着东北二人转，包着饺子。和美国类型片套路一
样，虽然在电影中也有大反派把高波擒住打断腿的场面，但是
大家却不担心高波的安危，因为他一定会获救，203和小分队也
一定会战胜座山雕。

作为香港导演，徐克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伦理观念自然
不会像大陆导演那样擅长。和他以往作品的套路类似，徐克这
一次把重点放在了他所擅长的“武侠”元素上，向我们展示了武
功和武器的对比：解放军和山匪的混战，座山雕和杨子荣的决
战，枪法再高也抵不过武功上的技巧，武功即使再高强，也有可
能被背后飞来的利刀所击倒。

的确，电影《智取威虎山》的内容和技术保证了口碑和票
房。类型片的套路也恰恰迎合了观众的口味，电影中打斗的画
面和惹人心跳加速的配乐相得益彰，让人心血澎湃。但更重要
的是，歌颂英雄主义的《智取威虎山》激起了观众的家国情怀。
如今的社会，需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优秀电影电视剧。近些
年，革命题材的影视作品随处可见。很多国内影视作品，都在

革命经典的故事背景中掺杂了环环相扣的情节、有血有肉的人
物、夺人眼球的场景。可以说，在我们的历史中，英雄随处可
见。与国外同类题材的影视剧相比，以中国历史题材为资源的
影视作品更能引起深谙中国文化伦理观念的中国观众的共
鸣。比如，《人间正道是沧桑》中，我们感受到了乱世年代革命
者的浪漫主义情怀和家国天下的无奈；《北平无战事》中，方孟
敖让我们看到了男儿气概中的共产主义梦想。而这一次，徐克
为我们展示了解放军的革命友谊、英雄情怀、大无畏精神，显示
了主流电影在此类题材创作上的拓展和创新。

从目前的观影反馈看，不论是票房收益还是口碑，《智取威
虎山》都在2014年国内贺岁片大战中，取得了绝对的胜利。而
与之相比，《一步之遥》的成绩单并不完美。在这个娱乐至上、
娱乐至死的贺岁档间，凭借制造一个华丽却又晦涩的梦境而冲
出轻松搞笑电影的重围，绝非易事。这一次，用力恰到好处的
徐克完胜了用力过猛的姜文。姜文的世界离我们的生活太远，
只可远观欣赏，无法近看亵玩。

当人们走出影院时，仍然会沉浸在徐克编织的乱世英雄梦
中。“80后”和“90后”们，会向往那个熟悉又陌生的时代；而一
路走来的“50后”和“60后”们，记忆中的那似曾相识的激情岁
月，一定会再次燃烧起来。笔者不禁有个期待，徐克会不会再
翻拍一部红色经典电影呢？如果有一天，3D 版的《闪闪的红
星》上映了，说不定潘冬子还会成为新一代的国民偶像。

带有“武侠”情怀的《智取威虎山》
□赵君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