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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独立电影的工业美学：
类型实践、 “制片人中心制” 与作者性表达

张立娜

摘　 要：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美国独立电影走向成熟和繁荣， 在与好莱坞主流电影博弈的历史进程

中逐步呈现出一种后工业时代电影工业美学的特征， 与好莱坞主流制片体制的关系不再对立， 而是合作、
互融、 互惠、 共生。 具体表现是： 创作拥抱工业、 融入主流， 清楚定位电影类型， 着重于创作既能获得商

业认可又能展现作者意识的独立电影； 在类型创作、 融合、 升级中不断探索， 服膺 “制片人中心制”， 致

力于平衡电影商业性与艺术性、 类型性与作者性。 与此同时， 美国独立电影在艺术特色、 工业品质以及产

业运作层面给中国中小成本电影的发展提供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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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来， 电影学界、 业界关于电影工业美学理论的探讨和研究引发了极大的关注， 其理论内涵和

体系建构在争鸣中不断地深入、 拓展和丰富。 在当今网络发展日新月异、 观影主体代际更迭的时代语

境之下， 电影工业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对于提升电影质量、 调整电影产业内部结构、 升级产业整体优

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电影工业美学试图在理论层面建构一个互补辩证、 兼容综合且务实有效

的理论体系， 在强调工业意识觉醒的同时， 更呼唤着美学品格的坚守和艺术质量的提升。” ［１］

谈到电影工业美学， 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好莱坞大制片厂集约型、 高密度、 高强度、 标准化、 集团

化、 流水线模式生产的 “重工业大片”， 与之相对应的， 独立电影则是以一种 “小作坊” 式的观感出

现。 的确， 早期独立电影以反主流制片体制的姿态横空出世， 其呈现的美学特征与大工业时代电影工

业美学相背离。 然而， １９８９ 年史蒂文·索德伯格的 《性、 谎言和录像带》 在戛纳电影节一战成名， 揽

获金棕榈奖、 最佳导演奖， 成为独立电影发展的标志性事件。 随后， 科恩兄弟于 １９９１ 年凭借 《巴顿·
芬克》 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昆汀·塔伦蒂诺于 １９９４ 年执导的 《低俗小说》 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

奖。 独立电影终于在 ９０ 年代迎来了井喷式的大爆发。 但好莱坞从来没有停止对独立电影的资本渗透和

“招安”， 大制片公司通过收购小独立制片公司、 成立专门制作独立电影子公司等形式完成了对独立电

影业务的布局。 一些独立电影导演从边缘走向主流， 进入工业体制内部。 如马丁·斯科塞斯、 史蒂文

·索德伯格、 昆汀·塔伦蒂诺。 正如詹姆斯·萨姆斯所说： “随着制片厂投资和发行越来越多的独立电

影， 独立电影人发现他们成为了体制内的工作者。 这是因为独立电影成为了它自身成功的受害者， 这

种成功使得独立电影的游戏越来越像制片厂电影的缩小版。” ［２］ 美国独立电影已经不适用 “小作坊式生

产” 的标签， 以独立电影起家的制片公司米拉麦克斯的运作方式与大制片厂也趋于一致。 独立电影日

益呈现出一种后工业时代电影工业美学的特征， 其工业美学转向为电影工业美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新

视角和新维度， 对于丰富电影工业美学的理论内涵具有重要作用。

一、 何为独立电影

在美国学界的话语体系里， 关于独立电影的定义， 一直存在着争议。 艾曼纽·莱维在 《局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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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美国独立电影的兴起》 一书中认为： “历史的、 技术的和市场的条件始终决定着独立电影的发

展进程。” 也就是说， 独立电影的发展并不是与经济、 体制完全独立、 绝缘的。 他认为独立制片电影

“不是先锋电影， 不是实验电影， 不是地下电影。 除少数例外， 对主流文化而言它没有太多的优势， 是

形式化的实验或严峻的挑战。” ［３］研究独立电影的杂志 《电影制作人》 的编辑认为： “独立电影大体上与

‘非主流观点’ 有关， 无论它们是以实验的方式表达还是通过喜剧的形式表达。” ［３］（８） 根据广泛的行业定

义， 独立电影指的是在好莱坞主要电影制片厂之外制作、 资助或发行的电影。 但是， 这个定义太笼统

了， 无法表达主流制片公司和独立制片公司之间的复杂关系 （联合制作、 联合融资和联合发行）。 杰夫

·金指出： “好莱坞主流电影与独立电影融合或重叠”。［４］广义的定义 “包罗万象， 以至于作为一个特定

的分析类别和范畴几乎没有价值”。［５］从狭义的角度来定义独立电影的学者认为： “如果电影没有得到任

何资助， 由非主流大制片公司发行， 并且没有知名明星， 则是独立电影”。［６］ 还有的学者认为独立电影

是： “制片人在经济上独自承担制片成本； 制片人对独创性制作拥有全面控制权； 只要 ‘七大’ 主流公

司在某种程度上参加制片， 电影就不能称作 ‘独立’； 在拍摄影片过程中， 不与主流电影公司发生联

系、 不去考虑制作和发行资金的来源问题。［７］但这一定义视阈又太过狭窄。 比如独立制片公司米拉麦克

斯花费 ９７００ 万美元制作的电影 《纽约黑帮》、 花费 ２７００ 万美元制作的 《英国病人》 以及投资 １ １５ 亿

美元制作的 《飞行家》 是否归为独立电影， 评论界产生过较大分歧。 珍妮特·斯泰格提供了一套独立

电影的正式惯例特征： 对话是有目的的而不是为了情节发展； 古怪或奇怪的人物； 强调创造真实性的

某些方法； 叙事中的模糊性和互文性。” ［８］ 珍妮特·斯泰格主要从内容层面总结独立电影的特征， 但也

只是描述了独立电影的一个侧面。 福克斯编剧、 独立制片人、 导演和熟悉执行官詹姆士·沙姆斯认为：
“独立电影资金不是由最终开发电影的发行公司提供和担保。” ［９］但是现如今， 独立电影的资金来源渠道

错综复杂， 资金互相渗透、 大制片公司与小独立制片公司的股权关系很难通过资金来源来界定。 其实，
较大的主流制片公司制作发行的电影显然排除在独立电影的范畴之外， 个人或是独立制片公司团队参

与投资、 拍摄、 制作、 发行的电影是独立电影， 但主流制片公司和独立制片主体之间也并非泾渭分明，
存在一个交叉的灰色地带———由大制片公司的专业部门 （即成立的子公司） 参与制作发行的电影。 “由
主流制片公司发行的电影不是独立电影， 而对于独立发行人或大制片公司专业部门 （或成立的子公司）
发行的电影， 则是独立电影。” ［１０］单纯从精神内核、 资金来源、 规模以及创作模式等方面进行定义已经

不能够对独立电影发展出现的新特点进行概括。 因此， 出现了 “半独立电影” 的概念。 所谓半独立电

影，① 即那些由大制片公司成立的单独的专业部门 （子公司） 来生产， 但最终还是由较大制片公司来分

配资源的电影。 “独立电影追求者经常把大制片公司专门的部门看作是对纯粹独立电影的威胁， 他们认

为应该保持没被任何大制片公司沾染。 但是， 参展商通常认为那些专业部门生产的电影是独立的， 尽

管他们是大制片公司的附属机构。” ［１０］（６７）

　 　 在笔者看来， 从历时性角度来说， 美国独立电影的定义与内涵随着社会语境在不断变化。 上世纪

中期， 美国独立电影以反对好莱坞大制片厂生产体制为名， 自筹经费、 自编自导、 自我命名， 独立于

电影工业， 不受限于体制， 游走于主流边缘， 将丰富的自我意识、 生命感知、 个体诉求通过镜头娓娓

道来， 展现性、 暴力、 种族歧视、 同性恋等敏感社会话题， 关注边缘性群体、 超前于主流审美、 具有

反叛精神、 敢于突破旧有框架、 敢于创新电影语法。 雷曼·亚伯拉希金于 １９５３ 年拍摄的 《小逃犯》 是

首部被提名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的独立电影， 也得到威尼斯电影节的银熊奖。 １９６９ 年， 一部展现美国

纷繁多变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叛逆、 否定、 无望 “垮掉的一代” 的 《逍遥骑士》 获奥斯卡奖七项提名，
夺得了戛纳电影节最佳处女作奖。 这时期的独立电影不受好莱坞制片体制的左右， 专注于 “自己的思

９５

① 参见 Ｇｒｅｇ Ｍｅｒｒｉｔｔ， Ｃｅｌｌｕｌｏｉｄ Ｍａｖｅｒｉｃｋｓ （２０００）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ｆｉｌ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ｕｎｄｅｒ’ ｓ Ｍｏｕｔｈ Ｐｒｅｓ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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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情感的自我表达和对自己艺术才华的展示， 这就是 ‘独立精神’。” ［１１］ 面对来自独立电影的挑战，
好莱坞电影工业内部重新洗牌， 分化、 重组、 整合、 同化独立电影的策略从未间断， 在资本侵蚀、 吸

纳人才、 垄断剪辑、 发行等方面都不遗余力。 在好莱坞， 一个电影制作者想始终不依赖制度化的力量，
十分困难。 正如弗朗西斯·科波拉感慨道： “一旦你坐大， 就会被吸收同化掉。” ［１２］ 独立电影逐步丧失

了原本的精神内核， 其发展受到了资本等其他因素的牵制和羁绊。 现如今， 我们所指称的独立电影是

独立于主流制片公司 （迪士尼、 环球、 华纳兄弟、 派拉蒙、 索尼哥伦比亚） 之外的个人或公司制作的

电影， 这其中包括狮门影业、 帝门影业、 相对论传媒、 韦恩斯坦影业、 传奇影业、 Ｐｌａｎ Ｂ、 望远镜公

司、 Ｇｏｏ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等独立制片公司， 同时也包括迪士尼、 华纳等大制片公司成立的子公司 （探照灯影

业、 焦点影业等）。
从共时性角度来看， 在美国文化语境之下， 独立电影的概念常与 “地下电影” “实验电影” “先锋

电影” “艺术电影” 交叉， 但又有所不同。 独立电影既不同于拥有鲜明的政治对抗性， 不能通过审查，
无法正式公映， 放肆展现禁忌领域 （如性爱、 同性恋、 易装癖） 的 “地下电影”， 不同于创新电影表现

形式， 以自我表达为目的， 追求电影画面产生象征性情绪的 “先锋电影”， 也不同于站在商业电影对立

面的艺术电影。 独立电影可以是商业电影也可以是艺术电影。 克里斯·霍姆伦德和贾斯汀·怀亚特在

《当代美国独立电影： 从边缘到主流》 一文中认为： “主流电影和独立电影以一种不断地变化、 移动的

形式联系在一起， 它们既不在意识形态也不在经济上完全对立”。［１３］ 独立电影并不以一种对立的姿态在

经济、 意识形态、 美学上与美国主流文化抗衡， 在于观念方式以及制作方式的独立。 独立电影的要义

为 “独立” 二字， 所谓 “独立” 即为 “自主”。 独立电影即是 “为免受制片厂控制， 独立于制片厂之

外的公司或者个人制作或发行的电影， 他们承担了影片的大部分财务风险， 并控制了影片开发的大部

分权利。” ［１４］自主开发、 自承风险、 自控命运是独立电影的标签。 不同的文化语境下， “独立电影” 概

念也大不相同， 本文的研究专指美国独立电影。

二、 美国独立电影的类型实践

类型电影是好莱坞电影工业的重要产物。 “类型电影生产是一种标准化的生产。 标准化是电影工业

的基本规范， 也成为电影制片商降低成本并获得最大利益的保证。 类型电影是建立在观众与制作者普

遍认同和默契认同的基础上， 是导演与制片人、 观众等共同享有的一套期望系统、 惯例系统。” ［１５］

好莱坞类型机制作为大制片厂标准化生产制度的产物， 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它的根本目的和原则。
好莱坞大制片厂制作和发行电影的做法与一般的工业生产流程有着极为相似之处。 工业生产的本质是

规格化与机械化复制， 类型片就是好莱坞电影工业流水线产出的复制品。 类型是观众与电影创作者在

动态互动交流过程中约定俗成的规约和范例。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 类型电影拥有最广大的观众群， 并

以他们的审美取向作为基础。 类型的建立、 发展、 衍变是电影工业美学重要的一环。 独立电影的工业

美学实践表现在为了最大程度的降低损失、 提高产出， 以类型生产作为切入点， 通过生产悬疑、 惊悚、
恐怖等类型片来规避风险。 当然， 独立电影类型实践自独立电影兴起就已经开始， 如 《逍遥骑士》 印

有公路片的类型底色， 《灵魂狂欢节》 《月光光心慌慌》 《杀手的肖像》 等是悬疑片、 恐怖片。 ９０ 年代，
悬疑、 惊悚、 恐怖类型在独立电影中占据了很大比例。 同时， 跨越类型边界， 类型融合和超类型电影

的生产成为独立电影类型实践的重要表征。
（一） 悬疑、 惊悚、 恐怖成为独立电影的主要类型

好莱坞独立电影在创作中与主流制片厂存在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投资规模、 制作成本、 宣发渠道等

方面。 大部分独立制片电影由于资金缺乏、 风险承受能力低， 不得不对拍摄电影类型精准定位， 并致

力于最大限度地发挥电影商业潜力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投资风险。 由于悬疑、 惊悚、 犯罪等电影类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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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能够很好地实现投入产出比最大化， 往往成为独立制片电影公司的首选。 大量的恐怖、 惊悚、 悬疑

类型的优秀独立电影出现， 如 《电锯惊魂》 《美国精神病人》 《德州电锯杀人狂》 《活死人之夜》 《人玩

鬼》 《杀出个黎明》 等。 １９９９ 年， 《女巫布莱尔》 以 ６ 万美金的投入产出了 ２ ５８ 亿美元的全球票房，
堪称 “以小搏大” 的典范。 “ 《女巫布莱尔》 是一部罕见的因为创新品质、 现实主义创作以及暗示而并

不直白的手法在恐怖类型中拥有一席之地的独立电影。 此外， 由于其极低的预算和高额的利润， 以及

制片人网络营销电影使它已经成为了一部具有 ‘开创性意义’ 的独立恐怖电影， 并进入了独立电影发

展进程”。［１６］悬疑、 惊悚、 恐怖类型撑起了独立电影的半壁江山， 也引发了学界对于恐怖独立电影的反

思和批判。 “在美国独立电影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概念实体散漫建构过程中， 恐怖片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 但主要是在一种消极的意义上， 作为一种代表许多美国独立电影所不具备的东西的阴暗面存

在。” ［１６］（６７）有学者认为： “恐怖作为类型电影与美国独立电影根深蒂固的智性与现实主义传统相抵

触。” ［１６］（７０）在上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 当独立电影作为通常意义的实体被稳固建立起来的时候， “恐怖内

容与美国独立电影的一般属性， 尤其是形式上的戏谑和自我意识的元素很难共存。” ［１６］（８７） 简而言之， 恐

怖类型片在建构早期独立电影的美学特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恐怖类型和独立电影二者相互缠绕， 伴

随于独立电影的兴起、 发展与嬗变的全过程。 恐怖片作为小成本电影实现 “逆袭” 的首选， 是诸多初

出茅庐的导演通往好莱坞大制作的跳板， 但是恐怖类型电影的泛滥引发了有关于恐怖独立电影有悖于

独立电影所倡导的 “独立精神” 以及现实主义叙事传统的思考。 杰夫·金认为， 美国独立电影经常使

用类型作为一种通过运用熟悉的共性特征来 “引导” 观众的方式， 但这些电影很可能以创新的方式迎

合这些共性期望， “要么刷新要么质疑并破坏类型惯例。” ［５］（１６５） 事实上， 独立电影导演把类型生产作为

进入电影工业行之有效的通行证， “当他们借用这些语言、 模式和方法 （有时甚至去模仿好莱坞的成功

影片） 时， 便会有意无意地背离独立电影传统的美学规范。” ［１７］

（二） 电影工业美学升级： 反好莱坞经典叙事 “超类型” 电影

１９９２ 年， 昆汀的 《落水狗》 以一种非线性的叙事结构连缀看似无关的叙事片段， 融合了暴力、 黑

色幽默、 悬疑等元素进行了一种电影叙事语言的革新。 ９０ 年代以来， 越来越多的独立电影的叙事呈现

出反好莱坞经典叙事模式的特点， 如非线性、 碎片化、 分岔式、 网状式等叙事方式， 增加了观众理解

电影故事的难度， 而且电影中混合了多种类型元素， 难以用某一种电影类型去界定， 也无法对这些电

影进行类型化编码， 有学者称这种电影为 “超类型”① 电影。 其 “横跨各种好莱坞类型电影， 拥有相对

稳定成熟的主题表达， 电影内容注重现实与梦境、 事实与记忆的混乱展示， 电影叙事上体现出复杂多

变的结构模式、 布局形式的多层次叙事等突出特征。” ［１８］ “超类型” 电影并不是完全与类型电影对立，
相反， 它的内部是类型元素的矛盾综合体， 比如大卫·林奇的 《妖夜荒踪》 《内陆帝国》。 林奇的影片

自带一种华丽、 阴郁的风格又充满了悬疑惊悚之感和诡异神秘的气息。 他对梦的解析和运用以及对类

型片元素的解构与重构使得影片在现实和梦境中跳脱、 转换， 对人性进行深刻的挖掘与剖析， 既富有

哲思和深意同时又给人以恐怖之感。 《记忆碎片》 《死亡幻觉》 《小岛惊魂》 《香草的天空》 以及 《源代

码》 等电影常以复杂叙事、 多线叙事、 伪造路径叙事、 网状叙事、 块状叙事、 不规则碎片叙事、 数据

库叙事、 超链接叙事等作为标签， 通过复杂的叙事使故事显得扑朔迷离， 悬疑、 惊悚、 恐怖之感不再

单纯地通过音效、 道具、 色彩、 人物表演以及画面呈现来展现， 错综复杂的叙事以及深奥、 晦涩难懂

的电影主题承担了 “迷惑” 观众的职责。 导演 “以迷惑观众为乐趣， 让观众们去解决难题， 或者陷入

‘心灵和眼睛圈套’， 他们面临奇怪的事物或者莫名其妙不合情理的细节， 使得 ‘观众—沉浸’ 和 ‘观
众—表意’ 的新形式陷入危机。” ［１８］（３０） “探讨诸如认识论的问题 （我们如何知道我们知道） 以及本体论

１６

① 学者芭芭拉·科林格认为： 谜题电影定义为一种在吸收融合了好莱坞经典类型电影诸多元素之后形成的 “超类型” 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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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疑惑 （他者世界、 他者心理） 等现存哲学探索中聚焦于人类意识、 心灵、 大脑、 多重现实或可能存

在的异世界的主流问题。” ［１８］（３５）

“超类型” 电影的出现实质上是电影工业美学升级的表现。 好莱坞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 类型进行

不断融合、 创新、 升级， 既是回应一种社会需求或要求， 也在不断创造一种观看世界的新方式。 “在超

文本文学中， 它的多路径、 非线性和多结局则告诉我们， 在这多元化的、 互联网的时代， 世界是不稳

定的， 充满碎片和偶然， 并且这个世界以空间话、 视觉化的方式展现给我们。” ［１９］ 一些影像的开拓者也

试图在传统的电影叙事之外探索新的可能性， 拓展电影叙事的时空维度以及想象。 在爱尔塞泽尔看来，
“超文本在结构上类似于马文·明斯基提出的拥有各种 ‘插槽’ 与 ‘终端’ 的人类记忆 ‘框架’， 由

‘信息块’ 与 ‘超链接’ 组成的人类的记忆属于网络结构， 不同的联想检索导致不同的路径。” ［１８］（３６） 如

《源代码》 中操控男主角的意识， 使其在平行时空里一次次返回列车完成任务， 类似的还有 《环形使

者》 中 “杀死未来的自己” ———主角在平行世界和六维空间进行切换， 无形中仿佛有一个按钮和开关，
可以随时启动人的意识随即开启新世界的大门。 这些电影在互联网与计算机技术大革新的影像下关注

到人脑、 意识、 计算机与电影影像叙事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断尝试突破固有的电影语法与美学特色，
其跨媒介、 跨类型、 跨时空的叙事以及内容生产， 无疑对美学的拓展具有重大意义。

三、 “制片人中心制” 下的美国独立电影生产

电影作为文化工业产品， 也是一种商品， 它在考虑审美价值的同时无可避免地需要考虑交换价值，
“从电影改成小说， 到最后制作成音响效果， 所有这一切， 都是投资资本取得的成就。” ［２０］ 电影生产是

一个资源整合的过程， 既需要资本加持， 也需要团队协作。 资源整合和通力协作的结果就是效率的提

高， 这正是工业生产的目的。 “建构中的 ‘电影工业美学’ 原则在电影观念上是商业、 媒介文化背景下

的产业观念， 是对 ‘制片人中心制’ 观念的服膺， 是 ‘体制内作者’ 的身份意识以及电影生产环节秉

承并实践标准化生产的类型电影追求。” ［１５］（１０１）

独立电影的制作与大制片厂生产的电影在体量、 资金投入以及团队配置上有区别， 但并不意味着

独立制片公司是一种手工作坊式的单打独斗的电影创作主体。 他们更加高效地践行着好莱坞业已成型、
经验丰富的流水线生产模式， “制片人中心制”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些独立电影存在 “导演中

心” 的情况， “最大特征是导演的个人控制权， 是某个人艺术秉性的体现， 而不像典型好莱坞大片那样

是一个委员会根据市场需求集体讨论的结果。” ［２１］正如前文所说， 独立电影内部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分

化， 有些个人主导 （即集导演、 制片、 编剧于一身） 的独立电影是非常个人化的产物， 但大多数独立

电影是 “制片人中心制” 下的产物。 拍完好莱坞工业大片 《长城》 的张艺谋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在

拍摄现场， 修改几句台词都要报告几个主要的负责人。 机制灵活与否是一把双刃剑： 好的机制会确保

电影制作流程的精确和科学， 但如果遇到的人有问题， 可能这种机制就会变得死板。” ［２２］ 这说明过度僵

化、 流水线、 程式化的工业生产模式是一种双刃剑， 好莱坞电影工业流水线一旦一个环节执行出现问

题， 会遏制创作主体的创新性。 独立电影在有效吸收好莱坞工业生产方式的同时， 又因体量小反而能

够较大程度保证创作的灵活性、 独特性和创造性。
制作成本只有 ２０ 万美元的 《通灵》 由于资金有限， 制作团队只能尽可能缩短生产周期， 从最初签

订拍摄许可协议到最后电影发行共一年零两个月。 制片人苏珊·莱昂斯的主要职责是： “选择剧本， 为

电影筹集资金， 聘请主创人员， 安排和监督前期制作、 正式拍摄及后期制作的工作， 并用直接的方式

或通过各种营销发行机构销售最终的电影作品。” ［２３］她在整个电影创作的过程扮演的角色类似公司 “总
经理”。 制片人需要很强的组织统筹协调能力， 确保项目快速有效运转。 ２００５ 年荣获奥斯卡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 最佳女主角、 最佳男配角的 《百万美元宝贝》 的开发、 制作与发行过程更是体现出制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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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制的优势。 这个项目原本只是一个小成本的制作， 为了节省开支， 编剧哈吉斯担任该片导演。 但

是这部电影的命运发生彻底转变是在鲁迪摩根制片公司的制片人成功说服奥斯卡影后希拉里·斯旺克

加盟之后。 制片公司为这部电影配备了强大的演职、 制作班底， 以此来吸引资金。 融资的过程一波三

折。 制片人在好莱坞融资获得的反馈是 “影片的结局太悲惨， 这样的电影没市场， 你得改剧本、 改结

尾。” ［２３］（６５３）制片人和团队进行沟通后决定保留原剧本的架构和结尾， 又去海外融资， 做海外预售， 融资

不足的情况下又重新游说好莱坞。 最终华纳兄弟影视娱乐公司介入， 投一部分资金并换取影片的北美

电影版权和音像版权。 历时五年时间， 这部独立电影在制片人的运作下， 保证了充足的拍摄资金、 配

备了强大的演员阵容， 同时又坚持了艺术上的创作初心， 才能够揽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等多项大奖。 由

此可见， 一部艺术成就极高的独立电影， 是电影工业运行体制内的产物， 并不能完全独立于电影工业

之外， 坚持 “制片人中心制”， 既尊重市场生存法则， 又保持艺术性和独立性， 是对电影工业美学的最

好诠释。

四、 美国独立电影 “作者性” 与 “商业性” 的博弈与权衡

近几年来， 越来越多的独立电影在奥斯卡等国际 Ａ 类电影节上斩获奖项亦或被提名， 其中有些独

立电影创作在好莱坞工业语境下能够保持独立思考以及创作热忱， 呈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准和人文关怀。
它们一方面保持了独立电影关注边缘人物和边缘题材、 深入挖掘人物内心世界、 揭露不为大众所知的

社会阴暗面的特性， 同时又在电影创作中兼顾好莱坞商业片的类型要素。 “事实上并没有纯粹的独立电

影这样的东西， 仍然有经济规律在发挥作用， 电影必须得进入市场， 而且需要人们希望 （愿意

看）。” ［４］（１１）因此， 这些电影作者性的流露多是克制的， 正因为清晰地认识到要适应电影工业语境下的商

品制作、 消费模式、 利润分配而形成的流水线生产方式， 而不得不做出相应的平衡与妥协。 平衡与妥

协并不意味着要降低艺术标准或是削弱商业色彩。 平衡与妥协的本质是回归电影本性， 即电影的商业

属性和文化属性的有机结合， 使二者能够在现代电影工业形态下和谐共存。
安东尼·明格拉执导的 《天才雷普利》 由米拉麦克斯影业公司出品。 故事的主人公汤姆·雷普利

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 靠在剧院打零工来维持生计的边缘人物。 机缘巧合， 他因为假装普林斯顿的

学生而被富豪看重让他去意大利带回自己沉迷于声色犬马的儿子。 汤姆因此体验了上流社会阔少爷的

奢靡生活， 并爱上了富商儿子， 表白失败后失手杀死对方， 之后为了掩盖自己的犯罪事实， 不得不连

续杀人， 从此坠入了万丈深渊永远过着万劫不复的假面生活。 电影改编自派翠西亚·海史密斯的同名

犯罪悬疑小说， 却远比小说精彩。 导演运用光影、 色彩的变换来刻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 娴熟而传神。
马特·达蒙、 裘德·洛、 凯特·布兰切特等俊男美女的加盟使得电影极具观赏性。 美国 “于连” 为一

己私利、 跻身上流社会而杀人， 不同的是这个 “于连” 是双性恋。 噱头十足的感情纠葛极具娱乐性，
披着犯罪片的外衣却蕴含深刻的社会隐喻。 导演在平衡电影的商业性和艺术性上有着非凡的把控力，
而该片也获得了第 ７２ 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配角、 最佳改编剧本等多项提名以及柏林金熊奖提名。

悬疑惊悚片 《逃出绝命镇》 于 ２０１８ 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奖。 在类型手法上， 导演在

电影前半段铺垫了大量的细节， 如男女主角驾车回老家路上莫名其妙撞死鹿， 女主角的父亲在讲述其

父因为黑人对手惊人的运动天赋而错失冠军时看男主意味深长的一眼， 一帮宾客在花园里仿佛购买商

品一般审视男主角的神情和触摸男主角身体的怪异举动等。 观众一直在拼凑导演铺垫细节中给出的零

星线索， 诸多猜想不断被打破和重构， 悬疑惊悚之感逐步增加， 使电影在类型化的同时保持新鲜感。
当然， 导演乔丹·皮尔的野心并不仅限于做一个类型片， 种族问题和悬疑惊悚元素的结合使得导演的

作者意识得以凸显——— “借用一个惊悚故事的外壳， 乔丹·皮尔冷静客观地审视后种族主义问题， 所

有的政治指向只是为剧情的发展而点到为止、 轻描淡写， 实质上却将本片的政治倾向刻画得入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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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出绝命镇的行为就是美国社会的镜像， 克里斯最后逃出了绝命镇， 但他始终无法逃脱全美国都无法

逃避的种族问题。” ［２４］与之相类似的还有斯派克·李的 《黑色党徒》。 影片融合了黑色幽默、 犯罪等类

型元素。 导演运用平行蒙太奇的手法剪辑到一起。 一部不加掩饰呈现种族歧视者恶魔狂欢的影片却在

近百年来一直被奉为展示平行蒙太奇电影技法的圭臬， 极致的反讽展现美国种族问题的荒诞。 《好莱坞

报道者》 评论 “ 《黑色党徒》 用一种夸张的手法讲述了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 这无疑是导演斯派克

·李长期以来最纯粹的娱乐电影， 也是他最商业化的电影。 导演采用喜剧到近乎卡通的手法展现了影

片内容， 但依然不忘用各种细节指向种族主义和政治， 还依旧以尖锐的方式聚焦各种政治话题。 导演

和编剧们为这部电影投入了很多的表达诉求， 塑造了一部成功的娱乐片。”① 《黑色党徒》 兼具斯派克

·李对当下美国社会现实的审慎思考同时又不乏对现实的反抗和对历史的追问。 喜剧的外壳， 内里却

是强烈的现实关怀， 造就了这样一部商业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恰到好处的电影。
由美国探照灯公司、 英国 Ｆｉｌｍ４ 公司联合出品的犯罪悬疑片 《三块广告牌》 的开场镜头是一个荒凉

的美国小镇路边兀然竖立着三块广告牌， 女主的女儿遭奸杀， 凶手却一直逍遥法外。 犯罪片的开场，
导演却并没有按照套路出牌。 影片并没有展示案件侦破的过程， 结尾也没有交代凶手绳之以法。 影片

着重展示的是一个失去女儿的母亲想要给孩子伸张正义但却始终与正义渐行渐远的奋力对抗。 这是一

个 “暴力” 母亲导演了一个以暴制暴的剧本， 在这场罪与罚的博弈中， 导演模糊了善与恶的边界， 在

这里没有黑白分明、 非好即坏的人物。 影片呈现出一种无力感和失衡感， 展现了一种无序到混乱再到

弥合的共情与理解。 在正义重建的过程， 导演表达了对于宏观社会诸多问题的深刻思考， 对个体生存

困境———犯罪、 离婚、 疾病、 失业等问题的观照。
质量上乘的独立电影一定有很强的 “作者意识”， 或对电影形式和叙事进行实验， 或代表被边缘化

的声音， 引发观众对于社会、 人生、 人性的思考。 与此同时又能在大众文化的浪潮中保证电影的工业

品质和商业效益。 圣丹斯独立电影节的创始人罗伯特·雷德福对于圣丹斯的 “飞黄腾达” 或 “蜕化变

质” 非常达观： “人们总是说圣丹斯被好莱坞侵占了， 或者说圣丹斯死了， 但好莱坞和圣丹斯不是你死

我活的关系， 而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最后双方都从中受益。” ［２１］（６０） 以好莱坞为代表的极致工业化、
标准化、 流水线的商业大片与以圣丹斯为代表的独立电影的发展出现了相互交融的态势， 究其原因还

是独立电影在获得资本青睐的同时积极地提升电影的工业品质， 从而逐步显露出电影工业美学特征。

五、 美国独立电影对中国中小成本电影的影响

近几年来， 随着电影产业向纵深发展， 资本不断向中小成本电影下沉， ＦＩＲＳＴ 青年电影节也渐具规

模， 国产中小成本电影发展环境呈好转之势， 出现了一些以积极的态度融入工业、 拥抱市场的类型化

创作。 如忻钰坤导演的悬疑片 《心迷宫》， 将中国乡村社会复杂的伦理困境放在一种粗粝的镜头感之下

暴露无疑。 导演运用多线、 不可靠叙事层层剥开杀人事件的真相， 以 １７０ 万元的制作成本最后拿到

１０６５ 万元的票房。 《心迷宫》 的成功为其下一部电影 《暴烈无声》 的创作带来了更多的资源。 虽然

《暴烈无声》 给观众带来的惊喜不如 《心迷宫》， 但是剧作、 画面、 人物表演、 制作水准皆具备犯罪悬

疑类型片该有的工业品质。 伪纪录片 《中邪》 用一种极具现实质感、 冲击感、 颗粒感的影像展现了本

土化的乡村中国的恐怖经验。 王一淳自编自导的青春犯罪类型 《黑处有什么》， 通过一个青春期女孩在

同学被奸杀后应对这难以启齿又充满神秘感事件的心路历程， 展现了在那个特定年代对个体生命体验

的忽视。 李非编剧执导的黑色幽默喜剧 《命运速递》 以复杂多线叙事制造悬疑氛围， 可见其在叙事技

４６

① 《外媒评 〈黑色党徒〉： 斯派克李最商业化之作》， 发表于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ｉｎｇ ｃｏｍ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ｃ ＝ ｉｎｄｅｘ＆ａ＝ ｓｈｏｗ＆ｃａｔｉｄ ＝ ５０＆ｉｄ ＝ １５８５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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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上的野心。 这些导演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投入市场， 作品所包裹的类型片内核呈现出较强的商业色彩，
迎合大众的审美期待。 可惜的是目前这样的作品少之又少。 毕赣在 《路边野餐》 之后创作的 《地球最

后的夜晚》 是他融入主流后的作品。 故事设定了一个好友被杀， 男主人公追查凶手的故事线。 娄烨的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为影片配备了情杀、 拆迁等极具争议的社会话题。 两位导演在为影片增加商业噱

头上作出了努力， 作者的自我意识埋藏在电影的笔触之中， 试图兼顾电影的商业诉求又带给观众以深

思。 但是两部电影的口碑、 票房皆不尽如人意。 当资本介入生产， 缺乏拍摄大制作经验的导演如何在

个人、 体制、 市场之间找到平衡， 是当下中国电影导演面临的重大课题。
王小帅认为： “对中国独立电影制作者来说， 早期的个人化、 作坊式操作， 在目前中国电影商业化

体系中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维系， 影片从制作到面世及至回收、 赢利， 都要求独立制作公司和个人必

须面对更加严谨、 专业的投融资平台， 以期影片从构思阶段到投放市场都有一个更完备与科学的操作

模式。” ［１４］（１）王小帅所说的中国独立电影与美国独立电影概念并不相同， 但国产独立电影多为徘徊在工

业边缘的中小成本的电影。 对于中国中小成本电影而言， 美国独立电影的发展经验有诸多可以借鉴的

地方。
从外部环境来看， 圣丹斯学院开设实验室资助、 辅导各类艺术项目， 成为培养青年导演的 “孵化

器”， 圣丹斯电影节、 西南偏南电影节成为发掘优秀导演和作品的平台， 而年轻的独立电影导演也把独

立电影节作为自己的跳板， 有意对市场展示自己驾驭影片的能力， 以此来获得更高的平台和更多被看

见的机会。 同时， 美国流媒体 Ｎｅｔｆｌｉｘ 也逐步参与建构独立电影版图， 在资金、 发行渠道方面给予支持，
改善了独立电影人和投资人的生存环境。 对于中小成本电影创作者而言， 也需要学会与大的影视公司

合作， 借助它们强大的发行网络， 整合工业资源， 利用好互联网， 精准定位目标受众， 通过口碑营销

扩大电影影响力。 在电影工业语境之内， 做好 “体制内的作者”， 在自我和市场之间找到平衡状态， 在

艺术和商业之间作出更好的权衡。

六、 结 　 　 语

美国独立电影具有无限的创新活力， 与主流商业大片一起成为美国电影产业乃至全球电影产业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好莱坞大工业语境之下， 独立电影工业美学转向是顺应电影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
独立电影创作对类型电影的实践、 对 “制片人中心制” 的遵循、 对商业性与艺术性之间的权衡提高了

影片的工业品质， 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和商业回报。 与此同时， 美国独立电影的发展也给各国中小

成本电影的未来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发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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