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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 '大片( 的文化批评

陶家璇

摘要! 中国大片通过对票房的拉动! 为中国电影的产业化生存提供了一条可能的选择! 盘活了整个电影市场"

但就目前的中国大片来说! 还存在疏离现实& 人文关怀缺失& 美学观念媚俗等艺术品质和文化观念上的不足! 这与

中国电影打造文化品牌& 塑造中国文化形象& 构建文化软实力的要求相比无疑还有相当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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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 为了实现电影的振兴' 通过电影产业的重组和调整' 中国电影找到 )大片* 作为 )救市*

的良方( 以张艺谋的 %英雄& 为肇始' )大投资*! )大制作*! )大营销* 的中国电影 )大片* 逐渐走

到前台' 大片成为一个全民关注的话题' 虽然看完之后骂声总会大于赞叹之声' 但是还在期待着下一

部 )大片* 的公映( 就是在这样的循环反复中' %十面埋伏&! %无极&! %夜宴&! %满成尽带黄金甲&

先后诞生( 陈凯歌的文艺大片 %梅兰芳&' 冯小刚的战争大片 %集结号&' 陈可辛的 %投名状&' 及至

陆川的 %南京4 南京4& 走的都是 )大片* 路线( $%%F 年虽然仍处于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 但由中国

大片带动的持续效应' 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保持着旺盛的活力( $%%E 年贺岁档的 %非诚勿扰& 和 $%%F

年宁浩的 %疯狂的赛车& 以及陆川的 %南京4 南京4& 都突破了亿元的票房( 据统计' 国产片票房连续

五年年均增幅达 D!@"$W' 成为世界电影市场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 其中 )大片* 的票房占据了绝

大优势(

)大片* 毋庸置疑地通过对电影票房的拉动' 盘活整个电影市场' 进而实现中国电影产业的重组'

达到资本和文化的结合' 应对世界电影市场的挑战( 虽然这两年来大片的艺术水准有所提高' 但围绕

大片的争议还是不绝于耳( 要真正打造出中国电影的文化品牌' 塑造中国文化形象' 构建文化软实力'

)大片* 文化品质的提高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 对现实生存状态的疏离

中国电影 )大片*' 对当下现实! 人们生存状态的写真! 反映以及思考几乎是集体式的漠视' 试图

通过对视听奇观的营造来获得一种全球性的认同( 从 %英雄& 开始' %十面埋伏&! %无极&! %夜宴&!

%满城尽带黄金甲&! %投名状& 等无一例外' 把视线转向古代' 离开了中国现实的土壤( 虽然 %集结

号&! %梅兰芳& 等有一定的改弦易辙' 但对当下现实仍旧失语( 受制于商业压力' 或为了开拓海外市

场' 不约而同地选择古装武打题材'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无奈之举' 但这些 )大片* 集体性地回避当下

的现实' 止于阐述浮泛性! 一般性的义理演绎' 其为电影评论界所诟病' 也就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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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 我们对大片缺乏现实性的批评' 与其是说电影本身' 倒不如说是对像张艺谋! 陈凯歌和冯小

刚等有着票房号召力' 或曾经对民族的历史和当下有着深刻的人文思考的导演' 却对当下社会急剧转

型期所带来的诸多现实问题的集体性的失语! 回避! 不作为的一种指责' 是对他们缺乏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的一种指责' 这些已经远远超出了电影本身了( 就这点来说' 贾樟柯坚持关注现实变迁中的个体

的人' 如 %三峡好人&( 导演对他要展现的群体有着发自内心的体认' 有着对他们生命与尊严的尊重(

影片中融入了在急速变迁的大时代环境下' 对个体命运深刻的思考' 其间个体的人与普通百姓的无助!

无奈' 很能让当下的国人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与人文触动( 由于能够和时代的变迁联系在一起' 对底

层的人充满真诚的关注' 确实能够引起怀着一颗悲悯的心的人们共鸣' 赢得威尼斯金狮奖也是情理之

中了4 而他所说的" )在喧嚣的商业片的包围中' 在太多以黄金为名的影片的轰炸下' 在娱乐为重的氛

围中' 中国银幕正在丧失思想力' 这是非常可悲的' 因为这只会让人们的精神生活更加贫乏' 让人们

对电影失去判断力(*

/!0确实值得大家思考(

当前社会是怎样的现实状态1 处于历史性转折时期的时代症候如何1 人们关注的现实焦点是什么1

经济与文化两极分化和失衡' 城乡差异! 社会边缘人群! 城市弱势群体与中国农民状态的人文关注问

题等等' 对这些我们应有一定的历史反省与现实把握' 所有这些也构成了当代社会整体的现实生存状

态和文化空间( 电影是了解一个国家的窗口' 是塑造国家形象的舞台' 人们希望在这里能够感受到这

个国家的生命力( )大片* 由于其本身的优势' 经常成为一个 )媒体事件*' 文化传播的影响力非常大(

如果不能在 )大片* 中反映中国当下的真实的存在' 对中国文化实行有效的传播' 形成一种 )对话*

的状态' 不能让生活在这个国度的人有深刻的感悟! 情感的共鸣' 不能让外界的人对这个国度正在展

开的鲜活的具有生命力的历史有真切的认识' 那么 )大片* 在传播文化! 传递国家形象等方面的价值

将会大打折扣( 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符号' 我们更需要的是在对当下中国的真诚关照' 真

心关怀下的真实呈现' 呈现这个曾经的悲情民族的困惑和奋斗(

当然' 我们不能要求作为文化产业的电影承担这一切' 但若电影只是局限于小范围的 )自娱自

乐*' 只是一味地在玩手段和技巧' 而与广大观众所处身其中的实际的社会生活相隔离! 相回避! 甚至

相悖反' 确定是不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也必将是 )行而不远*4

二& 人文内涵的 '时差(

中国大片除了形式大于内容的视觉奇观的堆砌等形式主义的毛病以外' 最大的问题还在于文化内

涵上' 大片所传达出来的人文内涵存在着 )时差*' 普遍的落后于时代的精神( )大片* 就其 )大* 而

言' 它应该代表着中国电影对人类社会思考的高度和深度( 其人文观念! 价值判断应该是与时代精神

相吻合' 对社会的发展方向有着清醒的认知( 当前我国社会的时代文化态势与总体的文化历史趋向之

间' 可以说尚滞后! 隔离( 因此' 当前影视创作对当前社会文化的态度应是+++裁判中的推动! 启蒙中

的升华( 但大片不仅普遍存在对现实的回避' 而且缺乏对人性的思考' 没有哲学层面的终级拷问(

好莱坞成功的大片' 能看到他们都实现了商业价值和人文精神的统一( 影片体现的强烈的平等观

念' 个人实现的价值理念' 有着自文艺复兴以来' 对个体生命强烈尊重的意识' 所以能够得到观众的

广泛认同( 正如有些学者所说" 美国电影想把自己塑造成国际电影' 全人类电影的形象( 好莱坞大片

有着国际的视野' 有着对人类共同的优秀文化传递( 中国大片要走向世界' 需要在电影观念上有确实

的转变' 中国的 )大片* 也可以学习好莱坞的传播策略( 好莱坞的大片也是国家主流意识的展现' 但

它向观众宣扬的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观念' 是人性的善的展现' 最终都是善战胜了恶' 而不是宣扬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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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的哪一部大片敢不让正义战胜邪恶1 作为商业电影导演' 始终要怀揣的一道底线是' 你的电影

是面向大众的' 而不是小众的' 你不能让世界完全无药可救( 如果我们花这么多钱' 要告诉民众的'

就是正义不可能战胜邪恶' 那这个导演就是混蛋(*

/$0

%英雄& 是对当下全球化背景下强者哲学的一种趋同' 和对现实强势存在的 )存在即合理* 的一种

认同, %夜宴& 则是对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当下中国' 人的欲望被点燃的无限喷薄而出的一种写照' 以及

欲望所带来的一种悲剧性的毁灭的批判( 这里涉及到一个文化立场的问题' %英雄& 所为人所诟病之一

就是其文化立场的移位' 对强者认同' 对弱者的忽视' 与人们文化基因中对弱者同情的天性相冲突,

%夜宴& 可以说是一种当下性的展现' 为我们构造了一个在假想的背景下的梦和梦的破灭( 我认为在某

种程度上是一曲悲剧' 但已经不是原来的 %哈姆莱特& 的那种个人的性格所不能承受时代所赋予的历

史任务的悲剧性冲突' 而是被欲望吞噬的人的悲剧( 纵然能以 )神圣*! )古典* 的品格与精神激发当

代民众的境界' 但由于冯小刚们本身便是 )市民文化*! )草根文化* 的体现者( 于是' 要他们承载

)提升国民精神! 张扬文化贵族气质! 改变当前世俗苟且的人文状态* 的所谓历史使命' 也便很有些勉

为其难( 就本身而言' 冯小刚们只是借用 )宫廷贵族* 的大场面与人事故事而已( 并没有! 也不具备

升华与震撼国民性命与哲学品格的素养与动力( 严肃地说' 冯小刚们只是戴着贵族面具跳舞与演戏的

)市民* 而已' %夜宴& 只是以古典氛围装潢的 )草根文化产品* 而已( %满城尽带黄金甲& 虽是改编

自 %雷雨&' 但由于缺乏对现实的关照' 亦是只得其表' 未得其魂( 观念深刻的追求被形式的繁艳所取

代( 而且由于观念上的时差' 使得其与我们当下现实要实现的社会现代化转型 #人文观念! 价值取向

等方面$ 很不合拍' 自然不能与观众关注的心理预期产生共鸣( 较为欣慰的是' 在经历了一致的批评

后' %集结号&! %梅兰芳&! %投名状& 等大片对大背景下人的命运的思考有了一定的超越' 且充满着

悲剧的审美品格' 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南京4 南京4&' 就其表达的对历史和人性的反思' 也达到了国

产大片所应有的一定高度' 虽然对其历史观念和人文观念以及价值观冲突的纠结缠绕而存在着巨大的

争议' 但这样的中国大片其能够为人文关怀! 历史观念! 价值判断怎样与时代精神相吻合提供了思考

的空间(

三& 美学观念的媚俗

大片给人的整体印象是 )好看* 但不 )耐看*' 除了刚才所说的文化内涵的时代性缺乏以外' 还在

于大片的所犯的美学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错误' 呈现出一种媚俗之态( )大片* 极尽视听影像技术之能

事' 本着 )大投资*! )大制作* 的原则' 在形式上做足了文章' 给观众以充分的 )视听享受*( 然而

这些形式的因素' 绝大部分是脱离故事的整体内容而存在的' 是为了 )好看* 而 )好看*( 这些大片没

有能够表达中国传统的美学精神' 只追求在形式上堆砌' 形式本身的美感终究不能代替形式与内容交

融所能达到的与观众心灵相契的情感共鸣( 王国维提出了 )情景交融* 的美学观念' 他说 )一切景语

皆情语*' 在 %小城之春& 中' 我们能切实感受到这种美学精神在中国电影中的体现( 中国大片中' 有

的只是一些传统的文化符号' 而传统的美学意境在这里消失殆尽(

电影是视听的艺术' 那种 )言有尽而意无穷* 的感觉' 在有限的影像画面内追寻无限的意义' 应

该是电影艺术所要达到的境界( 费穆导演拍摄 %小城之春& 时的常以一种 )作中国画的创作心情* 来

拍电影' 追求那种韵味' 实质就是 )要在人的情理冲突中传达出某种普遍性的东西' 使人们获得生命

的体味' 一种对人性! 人生的思考(*

/D0所以' 我们说意境不应该是体现在某个单独的镜头和场面中'

而是应该是影片一种整体的风格( 而这样的一种生命的体悟' 不是以为仅凭几个浮华艳丽的场景所能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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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出来的(

电影 )大片* 是文化工业的产物' 有着经济效益的诉求' 但电影毕竟是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 因

此' 文化的整体关照与现实关注是必须的' 且并不一定与电影作为文化产品的艺术性! 商业性背道而

驰( 恰恰相反' 真正以清醒的文化意识深入地关涉时代' 尤其是敢于揭示! 批判时代文化的弊端' 往

往更具艺术与商业的价值( 文化! 艺术与商业三者' 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相得益彰4 好莱坞大片 %阿

甘正传& 以阿甘这个独特鲜明的艺术形象为正面体现' 对围绕! 支配! 映衬他的当代美国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 作了整体的文化反思乃至全方位的颠覆( 其结果让美国人看后深思不已' 以至 %阿甘正传&

已成了美国的一部 )新圣经*( 与我国的 %英雄& 同为大制作! 同样取材于古典的好莱坞大片 %角斗

士&' 由于其在影片中贯穿着对复杂人性的思考' 对合理国民意识的构建' 对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辨' 而

不是纯粹商业元素的堆砌' 从而紧紧扣住世界文化的健康根基! 时代症状与历史趋向' 真正成为举世

公认的 )大片*4

本有沃土' 却不扎根( 对现实的疏离! 回避' 精神层面缺乏时代性的人文根基以及对哲学层面终极

追求的忽视' 致使中国 )大片* 不能切合时代潮流! 体现时代精神( 中国电影 )大片* 要取得更大的

成功' 必须在美学观念! 人文内涵上狠下功夫( 如果一味地走视觉奇观的路线' 必将丢掉中国电影的

)魂*' 观众也会产生 )审美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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