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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F 年中国电影中诸如 +建国大业,& +南京- 南京-,& +风声,& +三枪拍案惊奇, 等影片! 在创作理

念或制作方式上均有程度不同的突破! 从而在公共空间引起了各种尖锐且不乏启发意义的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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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年是新中国 G% 周年华诞' 诸如 %建国大业&! %天安门&! %可爱的中国& 等富有中国特色的

献礼片可谓空前繁荣( 此外' %南京4 南京4& 试图以新的角度直面南京大屠杀这一集体记忆中的巨大

创伤' 号称 )中国首部谍战大片* %风声& 的强势出击' 北京奥运会之后张艺谋的复出之作 %三枪拍

案惊奇&' 以及 %秋喜&! %刺陵&! %麦田&! %狼灾记& 等各种类型国产电影的先后问世' 使得 $%%F 年

中国电影在众声喧哗中实现了票房一路飘红( 不仅 %当代电影&! %电影艺术& 等国内主流电影理论杂

志开辟各种专栏关注年度国产电影发展态势' 而且众多观众也纷纷在论坛或者博客上发表言论' 借助

新媒体畅所欲言' 在公共空间里对 $%%F 年中国电影开展各种尖锐且不乏启发意义的 )争鸣*(

一& +建国大业,) 主旋律电影的主流化转向

从 !FHF 年建国十周年第一次大规模组织国庆献礼片生产到如今' 国庆献礼片已经成为电影生产中

一个重要的常态性部分( %建国大业& 作为向祖国 G% 华诞献礼典型主旋律片的代表' 虽投资只有 D%%%

万元' 但却被称为 )中国电影人集体向共和国敬礼的史诗巨片*( 该片以前所未有的明星阵容! 全国累

计放映 $D 万场! !$"! 万人次' 一举冲破四亿元的国产电影单片票房纪录' 而演变成为一个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电影事件' 并由此引发颇具轰动性的社会话题(

饶曙光在 %当代电影& 中撰文对比表现同一题材的两部经典之作 %开国大典& 与 %建国大业& 时

这样写道" )!FEF 年的 %开国大典& 以人物塑造上的重大突破将这段历史的艺术表现推向了一个高峰'

对中国主流电影创作和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时隔 $% 年后' %建国大业& 再次将镜头对准了这段

历史' 以宏大的艺术视野' 塑造了毛泽东! 蒋介石等众多政坛风云人物的群像' 正面再现共和国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诞生' 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和衷共济! 肝胆相照的风雨历程(* 同时

他称赞道" ) %建国大业& 尽了一切努力在创作理念上突破了以往正面人物! 尤其是领袖人物脸谱化的

审美定势和模式' 尽力还原历史中复杂多面的人物' 凸显历史人物的心灵和情感层面' 把毛泽东! 周

恩来等领袖人物塑造得惟妙惟肖(*

/!0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陈晓云在 %政治诉求的现代表达+++从 ) 7建国

大业8 现象* 说起& 一文中指出" )$%%F 年的 %建国大业& 显然面临着一个与 !FEF 年的 %开国大典&

迥然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 如果说' %开国大典& 是那个年代的电影创作者与当时代的人们进行一种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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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怀旧对话的话' 那么' %建国大业& 的创作者显然抓住了当下观众更为复杂的精神心理' 并试图与之

展开对话(*

/$0

%建国大业& 通过影视画面将生硬的历史题材和厚重的历史内涵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融入普通大众的广阔民间视野' 取得主流价值观与个体认识的亲密认同' 于是我们看到了指点江山'

气度非凡的毛主席在取得胜利酒后微醺的孩童般笑容, 温文尔雅的周总理唱着 %国际歌& 时的慷慨激

昂, 气数已尽的一代枭雄蒋介石失败后的落寞眼神和身为一个父亲角色与蒋经国在石梯上的促膝交谈'

塑造出一个个活生生的 )人*(

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在谈 %建国大业& 时这样说道" )大家普遍注意到了 %建国大

业& 的所谓明星效应' 除了明星效应之外' 还有在技术手段上的广泛整合' 在工业化程度和现代管理

方面的一些经验的积累' 在影片生产过程中就已经开始发挥推广! 宣传! 营销这样一些机制的作用'

所有这些重要资源的整合成就了 %建国大业& 在市场上的成功(*

/D0但也有影评人认为' %建国大业&

占据了 )天时地利人和* 等各种优势' 在这样的特殊历史语境下应运而生' 其题材的特殊性! 全明星

阵容的零报酬! 商业运作模式等各个方面都具有不可复制性( %建国大业& 使用偶像大腕是一次破例'

零片酬也是一次破例' 众明星不计报酬的义演' 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 有网友给 %建国大业& 算了这

样一笔账" )如果所有的明星都拿片酬' 这部电影的成本将翻 H 倍以上' 那么随之而来的票房压力也将

成十几倍的增长(*

从这个意义上说' %建国大业& 固然以一个有着不可复制性禀赋的特例定位揭示出重大历史题材的

未来走向' 但是主旋律电影如何面对市场竞争与观众心理需求的各种检验' 电影创作者们依然任重而

道远(

二& +南京- 南京-,) 中国版 +辛德勒的名单,

$%%F 年陆川所执导的 %南京4 南京4&' 试图从一个全新视角来透视中国现代战争史上惨绝人寰的

南京大屠杀( 陆川将这部电影定义为" )一部以中国民众的抵抗意志和一位日本普通士兵的精神挣扎为

主线的电影' 提供出一个与以往的历史叙述完全不同的南京(*

/&0

称赞者认为' 陆川这部新片' )敢于向自我挑战' 也敢于向固有的 )抗战* 式 )善恶二元* 对立的

思维模式挑战( 毫无疑义的' 他跨越了狭隘的民族性 #或民族仇恨$ 之界限' 并致力于求索战争悲剧

在人类终极关怀上不可承受之重的历史反思(*

/H0

批评者则尖锐地指出' )中国人写角川的救赎或者反思' 是中国人为日本士兵做替代性反思! 替代

性救赎(*

/G0

)角川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 他代表了一种逃避的' 自欺欺人的历史观( 我们仍不能轻

易地抹去历史的记忆' 也无法忘记那些在屠刀下呻吟滚动的头颅和血流成河的惨烈场面(*

/"0有一部分

观众干脆将这种 )美化* 日军的视角冠以 )汉奸电影* 之名(

胡克在 %当代电影& 撰文指出' )这部影片的叙事策略与众不同' 采用了两条线索' 是日本人角度

和中国人角度' 各自分别叙述' 各自发生了比较大的精神变化' 最后合流( 日本侵略者方面角川变了'

最后释放了中国士兵( 他自己精神崩溃' 饮弹自尽( 中国人方面唐先生转变了' 放弃苟活' 慷慨赴死'

所谓合流' 将中国人在民族精神感召下的悔过自新与日本士兵基于良知的自我谴责相映衬' 形成意识

形态的基本统一(*

/G0但是' 角川最后释放中国俘虏然后自杀' 处理比较简单' 其实自杀是一种放弃'

不如让他活着痛苦地忍受精神煎熬好一些' 他面临两难选择' 如果不死' 势必兽性大发' 枪杀俘虏,

如果人性尚存' 不忍下手' 有所觉悟' 就要感受比别人多的精神痛苦' 这是选择人性必须付出的

代价(

/G0

张卫则认为' 陆川是不是引导我们思考更深的东西1 当那些青年军人在唱着儿歌玩着游戏的时候'

背后拉出来一车裸体女尸' 这是不是让我们会想到' 人性与兽性之间' 是如此的接近1 人性中哪一部

G"



第 $ 期 范志忠#任晓烨" $%%F 年中国电影创作争鸣述评

分都有' 但什么东西会把那一部分唤醒1 唤醒人性还是兽性1

%南京4 南京4& 的历史顾问' 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指出' )关于这个题材' 不断有人拍

摄' !% 年前对于南京大屠杀' 我们总是从血泪控诉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 比如 %屠城血证& 等' 到了

$%%" 年左右' 张纯如作品改编以及美国人拍摄的 %南京& 纪录片' 都开始从战争的本性上去思考它(

陆川的 %南京4 南京4& 也是把对战争的思考往前推的一个过程( 再过 $% 年' 电影人很有可能还会站

在更高的角度' 让世界一起来思考战争(*

范志忠认为' !FEE 年罗冠群执导的 %屠城血证&' 在国产电影第一次正面表现南京大屠杀' 影片围

绕南京大屠杀的史实展开' 着重控诉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暴行与罪孽( !FFH 吴子牛执导的 %南京大

屠杀&' 力图超越 )从血腥到血腥' 从悲凉到悲凉* 的历史视角' 通过一个中日结合的家庭在南京大屠

杀中的遭遇' 表明其对战争! 民族! 人性的深刻思考( 在这个意义上' $%%F 年陆川的 %南京4 南京4&

正是在前人悲天悯人的美学立场上作进一步的影像探索' 正如陆川本人所谓的' 影片的初衷 )不是单

纯的施暴者和受暴者之间的故事' 而是两个民族的共同灾难*' 力图在战争! 苦难! 死亡! 仇恨之外'

传达与演绎战争背后的人性! 苦难背后的救赎! 死亡背后的尊严' 以及仇恨背后的温暖(

/&0因此' 我们

并不讳言 %南京4 南京4& 其中存在着许多值得进一步商榷之处(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从南京大屠杀题材

国产电影的美学嬗变不难发现' 国产现代战争片在直面集体记忆中的巨大创伤的时候' 显然正逐步走

出历史的悲情' 力图以一种更加自信的姿态' 去建构一个关于救赎与拯救的更富于人性化的影像

世界(

/E0

三& +风声,) 中国首部谍战巨片

以 )中国首部谍战巨片* 为旗号的 %风声&' 缘起于作家麦家侦探悬疑同名小说( 影片开头以一个

大气磅礴的俯瞰镜头勾勒出焦土中的破碎山河' 并直接点明了故事发生的民族存亡之际的抗战背景之

后' 历史的意图却只是虚晃一枪( 影片所要着力表现的' 是那个矗立于绝壁之上的阴森古堡裘庄里一

群有罪或者无辜者在灵魂炼狱中煎熬的人生(

%风声& 的故事是一个密室杀人游戏' 酷刑成为影片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在传统的革命叙事电影中

酷刑从来都只有一个简单的含义' 那就是展现革命者坚强的意志! 崇高的信念和牺牲精神' 这种对信

仰的简单化处理往往和宏大历史叙事结合在一起' 因其语调铿锵! 目标明确往往也能获得某种感染人

的力量( 但 %风声& 中的酷刑影像显然意图更为丰富' 导演试图以酷刑贯穿影片' 其作用之一是增强

恐怖悬疑气氛并推进情节' 作用之二是展示大无畏的革命意志' 作用之三是还要隐喻着一种存在主义

式的 )生存绝境*(

/F0

正如麦家所言" )我觉得人生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受考验! 受罚' 甚至受刑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怎么样让自己变得坚强' 同时创造自己的价值( 我的小说就是把人性放在一个非常逼仄的空间里' 对

人性进行极端的拷问' 当人面临重重枷锁' 面临重重危机' 甚至生死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 人的精神

到底有多么强大1 人的意志到底有多坚强1*

/!%0麦家的这番话' 说出了 %风声& 这部影片叙事类型所构

建出的意义(

%风声& 是群戏' 七个主要人物' 众多重要配角' 各具姿态! 心态! 来历! 目的' 每个人的境遇和

结果都与他的智慧! 任务! 应对战略和战术有关' 每个人备受折磨的过程中所激发出的气息' 也在窒

息着对方' 影响着局势的平衡和走向( 但具体到每个人' 肯定又有着自己的清晰脉络' 出击的有效力

量和防守的无力无助瞬息万变' 如何生存下去' 是每个人清晰的基本目的' 每个人非此即彼的突围目

的' 又使得必须陷害别人才能保全自身(

/!!0李宁玉在电影里说了一句话" )你们到底谁是真的1* 导演

高群书说' 这句台词他很喜欢' 他觉得这句台词点出了当下社会里人心普遍的焦虑" 人心变幻' 到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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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真的1 谁是 )老鬼*1 %风声& 由此表现出人心的荒芜逼仄' 人的别致和惊心! 极限' 情感的极限'

人性和兽性的极限' 职业和理想的极限' 人成为了电影的焦点和支点' 人心成为了最宽广有力的舞台

和世界( 尽管电影中有很多阴郁的元素" 禁闭' 拷打' 牺牲' 猜度( 最终冲破这种气氛的' 还是人的

坚持! 人的谅解! 人的关爱(

不过' 随着 %风声& 的热映' 在好评如潮的同时' 也迎来部分影评人的尖锐批评' 对此' 导演陈

国富在接受搜狐采访时这样说道" )电影涉及的那场战争很残酷' 确实很黑暗' 不描写黑暗的力量怎么

能战胜黑暗1 片中刑罚都有真实历史考据' 这里没有什么趣味可言( 如果观众看到酷刑觉得很爽' 那

我们就错了( 但事实是观众反映觉得看了很不舒服( 很多网友对这部电影打分很高' 认为是近年来难

得一见的华语大片( 但要是没有批评的声音' 那也太不正常了(*

在这个意义上' 陈国富认为' 与当年的 %集结号& 一样' %风声& 也是一种尝试' )大家老是抱怨'

国产华语片无趣啊! 呆滞啊! 题材受限啊! 重复! 老是古代之类( 但其实题材上的突破不能指望大制

作来完成' 而是通常通过中等制作进行(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人试( 比如我们当年试 %集结号& 也是

下了很大的决心' 但是你只要相信而且你很认真' 你总会给这个行业带来一点启发( 所以 %风声& 就

是这样的一个挑战(*

%风声& 的十月首映' 宣告了中国首部谍战片的诞生( 而同为谍战题材电影 %秋喜& 的紧随其后'

则预示了谍战片将成为中国电影的新类型( 颇为巧合的是' 新中国第一部反特影片 #谍战片先驱$ %无

形的战线& 恰恰拍摄于 !F&F 年' 也许这六十年真的是一个轮回1

四& +三枪拍案惊奇,) 黑色幽默的狂欢

%三枪拍案惊奇& 是张艺谋 )后奥运时代* 的第一部电影' 对于张艺谋来说' 是一部绝对的 )惊

奇* 之作( 虽然一向大胆肆意的色彩挥洒还在' 苍茫奇险的山河美景仍存' 但无论是从气氛的癫狂'

故事之荒诞' 还是表演之谐谑上' 都与近年来的标志式 )张氏大片* 堪称大相径庭(

%环球银幕& $%%F 年 !$ 期刊载的 % 7三枪8 变与不变& 文章提出这样的疑问" 有人说这是对科恩

兄弟的一次南辕北辙的致敬' 有人更是直言 )张艺谋这次是在为二人转拍电影*, 但也有人因为 %有话

好好说& 而对一个天才喜剧导演的回归感到欣喜若狂22究竟老谋子这次是假痴不癫的卖个顺水人情1

还是大彻大悟后不拘一格的破茧重生1 是科恩兄弟! 二人转与视觉大片的三足鼎立' 还是三颗子弹都

射出自那架傲啸中国电影 $% 年的摄影机1

奥斯卡大奖得主科恩兄弟 !FE& 年执导的处女作 %血迷宫&' 只花了 E% 万美元! 耗时 $ 个月制作而

成' 但两兄弟却凭借此片在好莱坞成名( 影片风格诡异黑色' 叙事手法奇特' 被人称为是 )希区柯克

复活之作*' 是独立制片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电影( 不过' %三枪拍案惊奇& 不论是人物关系

还是在故事情节的设置' 在与科恩兄弟的 %血迷宫& 有着惊人相似的同时' 也有其创新之处' 包含了

不少极为 )张艺谋式* 的元素" 妻子的偷情' 丈夫的暴虐' 人在欲望面前表现出的贪婪与虚妄22而

科恩兄弟标志式冷峻的黑色幽默' 这次更是被老谋子放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把一场暗藏机锋的戏

谑' 变成了 )刘老根大舞台* 式唯恐天下不乱的黑色狂欢( 无论是暗讽的力度还是商业性的程度' 都

在这片黄沙大漠上被几何级数式的放大了( 在画面上' 张艺谋摒弃了原作阴暗萧瑟! 不见生气的西部

景象' 而选用中国西北山峦叠嶂的黄土高原' 不仅如此' 张艺谋还精心地把背景所及之处都处理成对

比鲜明的红黄绿条纹' 像美国恶地 #O,; R,+;$ 的金属沉积岩一样' 红的是铁' 黄的是硫' 绿的是铜'

在张艺谋的镜头里' 这些颜色的饱和度都达到呼之欲出的程度' 和 %血迷宫& 相较之下' 空前鲜亮和

热闹( 有网友甚至认为' 如果能让原本讨厌沉闷的观众在看完这部电影后' 重新发现甚至是爱上这对

天才兄弟的话' 那老谋子这次绝对算是功德一件(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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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资深影评人或者业内人士对张艺谋的这部新片进行了尖锐的抨击( 孙孟晋认为张艺谋的这部

新片是在糟蹋国人的娱乐氛围' 一点都不好笑' 而是很可笑( 电影上呈现的东北二人转' 抹杀了民间

戏曲的魅力( 闹剧不闹' 基本上是一人转( 张艺谋的创造能力只有这么一点可怜的借用' 可看作他躲

到阴暗角落里' 一个人意淫了一把他的恨意和低俗( 张艺谋自认为开创了喜剧 h惊悚电影模式' 这是

一种误会' 没有艺术可言( 他只是在粗俗不堪的本质上进行抛光' 但是始终不能改变他低劣的内在

本身(

/!$0

但是' 也有人为张艺谋的新作辩解' 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 荒诞是最高境界的东西' 但把荒诞沾地

气是特别难的事( 张艺谋仍然是中国电影的领军人物' 他的品牌效应有波动' 但整体还是呈上升

态势(

/!D0

总之' $%%F 年虽然已经成为历史' 但是 $%%F 年中国电影却涌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尽管围

绕着这些新气象所展开的争鸣或尖锐! 或尖刻' 甚至有些激进'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以辩论! 争鸣的方

式' 深入探讨影片的思想价值! 艺术价值! 商业价值' 不仅为创作者提供了有效的反省' 而且对于提

高大众的电影鉴赏能力' 都将颇有益处( 毕竟' 中国电影的发展' 离不开中国电影的批评, 而富有真

知灼见的批评' 无疑将能够推动中国电影走向真正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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