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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苏联在 20世纪的关联，不仅在于政治恩

怨的复杂纠葛，还在于思想文化的渗透与影响，作为

通俗艺术的电影，更是有过无法回避的深度交流。

1980年代初，香港中国电影学会采访夏衍，问中

国电影受哪种文艺思潮影响最大，夏衍明确答复说

是苏联的文艺思潮：从1950年起，中国大量进口翻译

苏联电影，同时在电影的生产、发行、教育等重要方

面全部引进苏联模式。①

苏联是一个特指的历史概念，是1917-1991年苏

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简称。1949年后，中国

同苏联曾有过最为重要也最为曲折的双边关系——

50年代的蜜月期、60-70年代的斗争期、80年代的缓

和期。而中国电影与苏联电影的交集也经历了一个

从全盘照搬到激烈批判的戏剧化过程，其从极端走

向另一个极端的大起大落，鲜明地体现了国家政治

对电影事业的有效辖制。

历史上的中苏关系一般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段

是 1917-1949年，即苏联与民国的 32年；第二段是

1949-1991年，是苏联与新中国的 42年。1991年苏

联解体，特指的中苏关系也就结束了。

序曲：1949年前

苏维埃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孙中山

提出“以俄为师”，改造国民党，创立军队，把国民革

命从南到北推进到多个省份。虽然蒋介石最终与苏

联分道扬镳，但国民党与其有过瓜葛却是不争的事

实。至于电影，1949年前的相关部门也曾想尝试性

地借鉴。

1930年代抗战时期，因为同在反法西斯联盟，苏

联电影在中国一度是个话题。痛感私营电影怪力乱

神消磨意志的国民党政府意欲像苏联那样，将电影

作为教化工具，用以激励民族抗战的斗志。当时的

一些研究者探讨苏维埃电影的国家模式，推崇列宁

和斯大林的电影工具论，建议政府把民营体制变为

国营体制。比如一位名叫王平陵的作者阐释说：“苏

联的电影事业，跟着政治的、社会的革命浪潮，由私

人的经营，变成国营事业的一种……这以后，电影便

随着苏联国策的推进，基于新的现实，和美国式的

电影艺术大异其趣，在技术和意识上尽量展开独特

的作风。”他的进一步建议是：“我们要发挥战时电

影对于抗战建国尽其最大的贡献，唯有首先把内部

组织机构完密

起来，才能积

极 地 展 开 工

作，苏联电影

发展的路程，

是深足供我们

借镜的。”②

国民党政

府欣赏苏联电

影的国家垄断

体制，但不能

接受其意识形

态，加之战后

国共两党格局

急遽变化，向

莫斯科取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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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言也就不了了之。

而社会理想与苏联相近的中国左翼知识分子，

对苏维埃电影始终秉持积极开放态度，特别是 1930
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更是对苏联文艺在中

国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出版《苏联

电影专辑》③，放映《生路》《金山》《夏伯阳》《母亲》

《我们来自克隆斯达特》等影片，从不同层面介绍

十月革命前后俄苏社会的冲突以及艺术家在电影

领域的探索。这些影片内容独特、镜头新鲜，给当

时的中国带来了革命性的启示。年青的夏衍还和

郑伯奇联合翻译了普多夫金的《电影导演论》与《电

影脚本论》，在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系统介绍了苏联

电影编导理论。

苏联蒙太奇学派营造隐喻意义的镜头手段也启

发了中国创作者的灵感，被左翼导演用来表现阶级

对立和社会苦难。譬如，《女性的呐喊》在工人抢饭

吃的场面后插入一群小鸡啄米的镜头，比喻女工们

的非人生活。《桃李劫》里的男主人公看到报纸上有

一则广告，上面写着“本行拟聘请熟悉进口运输事务

兼有工艺知识之职员一人……”镜头朝“一人”两字

徐徐推近，接着从两字间跳出，转切到应聘现场，只

见无数个应征者万头攒动。通过“一人”和“无数人”

的并列，显示失业者众多的严酷现实。以后的《一江

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等影片更是大量使用隐

喻象征，揭露和鞭挞现实。

受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国际组织影响

的中国共产党积极接纳了列宁的工具论思想，其

文艺纲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两次提到

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毛泽东强调：

“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

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

轮和螺丝钉’。”④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诞生的 1942年，

中国共产党尚处在艰难探索之中，领地不足一个省，

所统辖的人口也不过区区 150万。置身二战漩涡中

的斯大林无法提供有力的军事支持和经济援助，但

毛泽东依然把苏共作为中共的学习榜样。早在1940
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就坚定地写道：“革命的三

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俄的

三民主义。”⑤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倾情认同和左翼文艺工作

者的创作实践，为50年代学习苏联的高潮埋下了伏

笔，奠定了基石。

高潮：1950年代

中国与苏联的蜜月期大约有十年，主要在“同志

加兄弟”的1950年代。

1949年 3月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面对即将

夺取全国政权的大好局势，毛泽东明确指出：没有十

月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同样，没有苏

联的援助，革命的成果也不可能巩固。中苏关系是

亲密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

上。接着毛泽东发表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公

开宣布了新中国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⑥

1950年，中国与苏联正式确立同盟关系。中国

开始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全面照搬苏联模式，中共新

政权迈出的每一步，几乎都带有苏联色彩。

电影学习苏联采用了两种方法：苏联专家走进

来和中国学者走过去。

一、苏联专家走进来

(一)导演来中国拍片

1949年 9月，当时苏联的重要电影导演格拉西

莫夫(莫斯科国立电影学院以他命名，代表作有《青

年近卫军》《静静的顿河》)和瓦尔拉莫夫等25位苏联

电影工作者来到北京，执导斯大林建议拍摄的反映

中国人民夺取胜利的影片。格拉西莫夫的作品是

《解放了的中国》，记录了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典

礼。瓦尔拉莫夫的影片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表现

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的最后决战。这两部影片在当时

倍受重视，几乎调动了所有的文艺骨干给予全力配

合。1950年 7月《中国人民的胜利》与《解放了的中

国》相继完成，成为当时最耀眼的电影，被称为“大型

五彩纪录片”。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于9月19日在北京大华电

影院庆祝《解放了的中国》摄制完成，军事委员会参

谋长聂荣臻致辞赞扬影片的成功，总司令朱德授予

创作者荣誉奖状。文化部于9月20日在北京首都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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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院庆祝《中国人民的胜利》摄制完成，文化部部长

沈雁冰高度评价该影片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具有

伟大政治教育意义和高度艺术水准的纪录片，号召

中国电影工作者向苏联同志学习。

苏联导演的这两部影片从1950年10月1日起在

全国15个大城市同时上映，并共同获得了斯大林文

学艺术一等奖。

(二)集中放映苏联电影

1949年前，中国影院放映的外国电影主要是美

英影片。1950年7月，当时的政务院颁布了《电影旧

片清理暂行办法》和《国外影片输入暂行办法》，责令

“电影指导委员会”恢复电影检查制度。随着抗美援

朝的开始和控诉资本主义毒害的强化，影院不再放

映好莱坞影片，美国电影在中国销声匿迹。

与之相对应，各类报刊媒体大张旗鼓地宣扬苏

联电影的教育意义：“首先是教育了观众……使他们

有可能从帝国主义的文化影响下，从半殖民地半封

建地的文化影响下解放出来……其次是教育了已经

参加和准备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知识分子，激发

并加强了他们为人民服务的决心……最后是教育了

进步的电影戏剧艺术工作者，以具体的例证解释了

革命艺术。”⑦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呼吁“多

多生产用华语配音的苏联影片，并把这个任务作为

我国电影制片事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让我

们伸开双臂欢迎苏联进步电影的大量到来。”⑧著名

导演蔡楚生也激情撰文《向十月革命欢呼!向苏联电

影学习!》⑨。

在这样热烈的背景之下，苏联电影成为中国观

众最主要的观赏对象。1952年举办“中苏友好月”，

60个城市同时放映苏联电影，观众多达一亿。截至

1957年，中国共译制 468部苏联电影(含短片)，总计

有14.97亿人次观看。⑩

1950年代初期，中国每年生产的国产电影不足

10部，但每年都要引进 30部左右的苏联电影，而这

种数量的译制一直延续到了1963年。

(三)全面拷贝苏联艺术教育体系

1950年代的中国在政治经济上照搬苏联模式，

在文化艺术上拷贝苏联方法，可以说是跟在老大哥

的后面亦步亦趋。苏联专家频繁来到北京，开班讲

授不同学科的苏式理念，诸多新老艺人汇聚首都，接

受社会主义文艺的精神洗礼。

1953年11月，格拉西莫夫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

导演业务学习班讲授《电影导演业务》课程。

1955年 11月，由B·伊万诺夫、B·卡赞斯基、A·
西蒙诺夫、B·安东年柯主持授课，北京电影学院举办

导演、演员、摄影、制片专修班，学制二年，培训来自

全国电影制片厂的创作人员。

1954年1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洛维奇·

丹钦柯的学生普·乌·列斯里在中央戏剧学院开班讲

学，为各地院团培训导演人才，在两年内完成了莫斯

科戏剧学院导演系五年的本科教学计划。

借助这些讲学，北京成为了艺术培训的中心。

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艺术院校相继开启

系统专业教育，其教学体制、科系设置、课程内容全

面拷贝了苏联。

(四)批量翻译苏联电影理论

如果说1949年前苏联电影理论在中国是外国理

论之一种，那么 1949年后它已成为唯一的电影理

《大众电影》1951年第1期封面上的
《解放了的中国》电影海报

··89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影视艺术 2019.7
MOVIE AND TELEVISION ART

论。作为当时“惟一译介各国电影文化理论、实践经

验、电影剧本和影视信息的学术性杂志”，《电影艺

术译丛》在 1950年代主要以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为

研究对象，集中介绍有关编剧、导演、表演的艺术理

论和创作技巧。从1952-56年，这个刊物先后译介

了50余种苏联电影文学剧本、50余种苏联电影理论

著作，以及600万字的苏联电影评论文章，其中包括

苏联共产党关于电影问题的主要决议和指示，斯坦

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爱森斯坦、普多夫金等人

的著作，以及苏联著名电影导演的评介。

1950年代的电影与艺术出版社也大力推荐苏联

专著，相继出版了普多夫金的《论电影的编剧、导演

和演员》(1957年)、《普多夫金论文选集》(1962年)、库
里肖夫的《电影导演基础》(1961年)、尤特凯维奇的

《论导演》(1958年)、《银幕上的人》(1963年)、罗姆的

《文学与电影》(1956年)、尤列涅夫主编的《爱森斯坦

论文选集》(1962年)。从这个书单可以看出，具有实

践指导价值的创作理论被优先推崇。

(五)仿造苏式电影片场

1949年后新政府着力再造的电影片场也得到苏

联专家的具体指导。

1953年1月，文化部邀请技术工程、发行放映方

面等5位苏联专家(尼沙列特斯基等)到北京，协助制

定新中国电影事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6年 1月，建筑师库德里舍夫等 4人来到北

京，协助北京电影厂规划新厂建设。1957年底，在苏

联专家的建议下，北影选定北京北郊小关，厂房规模

完全按照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设计，前面是制作区，后

面是外景地。苏联技术人员参与了北影新厂筹建

的整个过程，从企划到破土，直至1960年中苏关系破

裂，专家撤回。

二、中国人到苏联去

1954年 6月，电影局代局长王阑西率团访问苏

联，用三个月的时间全面考察电影业：会谈领导人，

拜见艺术大师，了解发行放映情况，参观制片厂、学

校、研究院、影院，进一步确定了中国电影走苏联之

路的大方向。同年，文化部从各个电影部门调集精

锐骨干，组建了由电影局负责人、东北电影制片厂、

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洗印

厂、专业翻译组成的赴苏实习团，并随即制定出详细

的学习任务：

(一)在技术上学会特技、置景、录音、宽银幕、立

体声、彩色印染拷贝的工艺过程，掌握彩色片的全部

摄制过程，回国后能独立拍摄和洗印彩色电影。同

时要摸清技术管理方法和新技术发展动向。

(二)在行政上熟悉制片厂运作的整体结构，了解

人事制度、奖金制度和分配制度，掌握剧本审查、文

学编辑、影片立项、摄制组建立、拍摄周期、影片成本

等制片流程。要下到摄制组学习苏联导演的工作方

法，了解他们摄制影片的实际步骤。

(三)在艺术上了解苏联电影发展的历史过程，研

究苏联影片的美学特点。要多看在苏联放映的外国

影片，了解其它国家电影的新动向。

针对实习团成员的专业特点，电影局为每个人

分配了具体学习任务：行政领导学习制片厂管理，导

演学习彩色电影创作程序，科室人员学习制片流程

和财务管理，技术人员学习摄影、特技摄影、美工、录

音、化妆造型、洗印工艺。就连翻译人员也进行了人

盯人的细致分工。

赴苏联实习团于 1954年 9月抵达莫斯科，苏联

接待部门根据实习团需求，悉心安排了教学、见习、

拍摄三个层次的学习活动。实习团中的导演成荫描

述了自己访学的过程：先在苏联国立电影大学听课，

然后到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实习，跟摄制组，参加厂办

艺委会讨论，走访演员剧院。苏联老师亲切热情，视

他们为六亿中国人民的代表。赴苏实习团于 1956
年1月返回中国。临行之前，实习团还在莫斯科电影

制片厂完成了一个结业作品，以检验在苏联的学习

是否过关。

赴苏学习是电影界的重大战略举措，目的是以

苏联电影为摹本打造全新的社会主义制片厂。在文

化部电影局的统筹下，赴苏实习团的所有成员都留

在了北京，被当作新型人材特别任用。

苏联经验为中国电影带来了什么?时任上海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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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公司(由原电影局改组而来，旗下分有海燕、天马、

江南等三个制片厂)副总经理的张骏祥在 1957年撰

文写道：“我认为苏联给我们的最大的帮助，是教会

我们如何把电影建成社会主义的集体事业。1949年
后，电影成为计划生产的国营事业，但我国电影工作

者在这方面毫无经验。是在苏联专家的具体指导之

下，我们学会了怎样把电影生产和发展纳入国家计

划，学会了制订发行放映、创作生产、技术设施、洗印

等种种工业计划。……为了保证这些计划的准确执

行与完成，又参考苏联经验逐步学会了制订片场制

度、人事制度、经济核算制度。这些计划和制度构成

了复杂的企业机器，一环套一环，一个齿轮扣一个齿

轮，从此我们的电影生产与发展不再是盲目而无计

划的了。”

苏联的经验不只带来了计划体制，同时还带来

了内容管控。以苏联电影为标尺，1949年以后的中

国电影摈弃商业属性，弘扬宣传作用，拍摄制作强调

领导要求和行政规划，发行放映突出为政治服务。

而《夏伯阳》《政府委员》《乡村女教师》《真正的人》

《丹娘》《马克西姆三部曲》《列宁在十月》《列宁在

1918》《伟大的公民》《被开垦的处女地》等影片的鲜

活榜样，更直接导引了二大(大题材、大主题)、二高

(人物高起点、思想高觉悟)、二直(直接表现阶级命

运、直接表现“本质”)创作论的形成与风行。

1950年代的重要影片(《青春之歌》《革命家庭》

等)具备以下特点：神圣化斗争主题，突出理想主义，

赞美献身精神，集体活动多于私人生活，个人欲望服

从组织需求，爱情、亲情、友情大都由革命事业衍

生。1949年前有过辉煌成绩的蔡楚生在强调人物成

长过程时也这样引导：“我们的英雄不是从天上掉下

来的，而是在人民的哺育下，在党的影响教育下成长

起来的。我们所看到的保尔·柯察金、马特洛索夫、

夏伯阳、丹娘等，这些光辉的典型也都不是一开始就

那样成熟的。”他还以《列宁在1918》为样板，比较分

析表现延安保卫战的《沙家店》，指出其艺术不成功

的缘由。

可以说，1950年代的苏联经验全面格式化了中

国电影的创作思路，并催生出一整套意识形态表述

规程：政治宣传是故事的前提，英雄人物是影片的核

心，明星是阶级斗争的肉身符号，蒙太奇是程式化的

语言修辞——青松古柏表现英雄牺牲，电闪雷鸣隐

喻精神打击，花前月下象征革命爱情……

凛冬：1960-70年代

同志加兄弟的灼热于 50年代末骤然降温，并在

60年代跌入冰点。中共与苏共的两党关系逐渐恶

化，由意见分歧变为敌对关系，由思想斗争转为国家

利益冲突。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一度使两国濒临

战争边缘。1970年中美关系解冻，中国开始联美抗

苏，两国关系僵化为军事对峙与政治对抗。

随着两党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两国的文化艺

术也随之分道扬镳，作为国家喉舌的电影自然不能

例外，但在影片译介方面却有一个小小的延宕，

1960-63年间苏联影片放映的数量并未减少，分别依

次是 23部、18部、29部、14部。中方并未因两党之

争即刻取消文艺作品的引进，甚至一批被视为苏共

20大思想解放产物的“解冻电影”也被译制过来。

1957年后，苏联电影界追随政治开放拍摄反思

性作品，《雁南飞》《伊万的童年》《士兵之歌》《第四

十一》《一个人的遭遇》等一批新浪潮影片因内容深

刻、影像新颖在国际广受赞扬。这些作品也同样令

中国电影人兴奋，他们感慨影片的人性表达，惊叹

创作者的艺术手法，并从中偷偷学技。儿童片《小

兵张嘎》的题材创意及长镜头理念就来自《伊万的童

年》的启发。

但剑拔弩张的两国关系不可能让艺术超然事

外，电影放映更是脆弱敏感。尽管导演邦达尔丘克

在中国耳熟能详，但《一个人的遭遇》的上映依然被

当作特例向北京市委书记处报告。在一份由宣传部

门起草的请示文案中，相关部门拟定了一份不一般

的放映计划：第一，尽量在机关上班、学校上课的时

间排片，减少观看人次。针对观众对彩色片的喜爱，

广告要标示此片影像是黑白。第二，书店及时发行

《列宁论和平与战争》，为影片批判做理论导引。第

三，组织创作人员学习中央精神，帮助他们正确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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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主题。第

四，关于影片的

反响由宣传部集

中整理上报，防

止评说言论广泛

传播。从这份

缜密的请示报告

可以看出，《一个

人的遭遇》的放

映是一桩被严肃

对待和谨慎处理

的政治事件，以

黑白片贬损、减

少观摩场次、用列宁的思想予以回击——真可谓精

心筹措、细致部署。

当年参与了相关活动的苏联电影专家戴光晰研

究员回忆道，1963年电影系统在上海锦江饭店组织

创作人员观看《第四十一》《雁南飞》《伊万的童年》，

会后专题讨论苏联为什么会从共产主义变成修正主

义。当时的参会人员都抢着批判《雁南飞》，因为这

部片子的负面因素多，易于批判。比如身为前线战

士未婚妻的女主人公为什么会背叛情感?男主人公

牺牲时脑中浮现的为什么只是结婚幻景?一个女演

员在批判会上说：“看片子的时候，我还确实感动得

流泪了，这正像毛主席说的，反动的东西，艺术性越

强，毒害越大。”

随着两党冲突的不断升级，电影界停止了苏联

电影的译介，并开始组织理论文章给予针锋相对的

批判。一篇题为《银幕上的毒草——评格·丘赫莱依

的三部影片》的文章这样写道：《第四十一》是对无产

阶级革命的诅咒；《士兵之歌》是对苏联卫国战争的

忏悔；《晴朗的天空》是对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

专政的控诉。在丘赫莱依的三部影片里，“资产阶级

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感伤主义、和平主义应有尽

有，花色俱全，可说是集资产阶级思想之大成。”“资

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人性本来就一脉相承，把它

们‘变成同义语’是不费吹灰之力的。”“马克思列宁

主义当然无法和人性变成同义语。事实上，马克思

列宁主义者的确不承认世界上有什么抽象的人性，

只承认有具体的不同阶级的人性，即阶级性。”

无限崇尚的典范已沦为有毒的鸦片，在自上而

下的批判声浪中，苏联影片在中国的放映数目快速

下降，1963-76年间，除《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
《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战役》几部屈指可数的复映

影片外，偌大的中国几乎看不到任何其他苏联电影。

回暖：1980年代

经历了 1950年代的友好、1960年代的破裂及

1970年代的对抗，1980年代初期的中苏关系仍处于

冰封期，政治联系断绝，文化、经济、贸易往来有限。

作为两大邻国，如此紧张的关系对双方都有伤

害。80年代末期，两国新一代领导人开始寻求和谈

修复裂痕。1989年 5月，戈尔巴乔夫飞抵中国，与

邓小平在谈笑风生中宣布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但中方采取了有别于 50年代的策略——“只握手，

不拥抱”。

电影的回暖来得更早一些。1978年，文化部发

出《关于恢复上映〈母亲〉、〈牛虻〉、〈百万英镑〉和〈警

察与小偷〉4部外国影片的通知》，久违的苏联电影

随同其他外国影片重现中国银幕。破冰之后，《这

里的黎明静悄悄》《战地浪漫曲》《莫斯科不相信眼

泪》等影片开始在电视或影院陆续播放。据收藏资

料显示，中国电影资料馆在 1976年 2月就引进入库

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拷贝，但资料馆老资格的

俄文翻译戴光晰女士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应该

是在 1975年左右由朝鲜引进，作为内参片，她是在

给中央首长翻译解说 100场之后才为文化界做了完

整介绍。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色调绚烂、结构精致，彩色

的温馨表现和平与美好，黑白的严酷呈示战争与牺

牲，浪漫的风格令中国观众耳目一新，也为文艺界打

开了想象的空间：老导演谢铁骊受启发拍摄了《今夜

星光灿烂》，话剧界不断用先锋形态在剧场翻新演

绎，2005年全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周年，

中央电视台又以中国人的形象改编拍摄了19集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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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电视连续剧。

80年代双方相互举办的电影回顾展，让两国人

民的形象更大规模地映入彼此的眼帘。1987年 3
月，北京、上海、长春、广州、西安、成都举办苏联电

影回顾展，放映了《安德烈·鲁勃廖夫》《普通法西

斯》《丑八怪》《秋天的马拉松》等 20部苏联当代作

品。与此相对应，1987年 6月的莫斯科展出了《早

春二月》《舞台姐妹》《天云山传奇》《城南旧事》《人

到中年》《黄土地》《猎场札撒》《末代皇后》等 20部

中国影片。

1980年代重新打开的国门让电影界如饥似渴地

追看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德国、西班牙等

世界各国的经典影片，曾被奉为圭臬的苏联电影也

再次打动了中国人，中老年人激赏梁赞诺夫等人的

社会情节剧，文艺青年追捧诗电影作者塔尔科夫斯

基。《恋人曲》《两个人的车站》《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等影片一度广泛传播，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青睐。

在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论争氛围中，这批创作于勃列

日涅夫时代的影片因人性和人情引起了中国观众的

共鸣。

但在敞开国门追逐“四化”的新时期，苏联文艺

已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一枝独秀。在探讨电影语言现

代化热潮中，列宁的工具论被质疑，巴赞与克拉考尔

风头一时盖过了爱(爱森斯坦)普(普多夫金)杜(杜甫

仁科)，新一代创作者重问“电影是什么”，潜心谋求

更能激发影像魅力的类型与方法，而接踵到来的市

场经济也将苏式国营制片厂的生产架构逐步消解。

平缓：2000年以来

大起大落过后，中国和重新叫回俄罗斯的邻国

都已非常现实，开始在互利互惠的准则下建立“君子

之交”：1992年互称友好国家，1994年确立建设性伙

伴关系，1996年上升为战略协作伙，2001年签署《睦

邻友好合作条约》，2004年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解决边

界问题，由于定位为伙伴而非盟友，所以相处松弛且

富于弹性。

2006年，北京举办俄罗斯经典电影回顾展，放映

《小维拉》《母与子》《高加索俘虏》等17部俄国电影。

2007年，莫斯科举办中国经典电影回顾展，展

映《红侠》《我这一辈子》《城南旧事》《黄土地》《红高

粱》《本命年》《不见不散》《我的父亲母亲》等中国影

片20部。

2009年，北京、上海举办俄罗斯电影展，放映《少

女维拉》《潜艇沉没》《土耳其开局》《列车谋杀案》等8
部俄国电影。

2010年，莫斯科、圣彼得堡举办中国当代电影

周，放映《神女》《十字街头》《女篮五号》《林家铺子》

《手机》《俩个人的芭蕾》《画皮》等7部中国影片。

两相对照，似乎总是中国在先。

2000年后在中国产生轰动效应的是米哈尔科夫

导演的《太阳灼人》，影片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在很

大一批中国知识分子中激起了回应。但总体来说，

已经走在市场化道路上的中国电影界将更多的注

意力投注给了好莱坞电影、欧洲电影以及东亚日韩

电影，透过其成熟的类型模式，学习电影语言的当

代形态，追寻不同文化价值的多样表达，而同样处

于商业转型的俄国电影已不可能再是中国人临摹

的样板。

结语

对于中苏关系的过往，相关研究专家的概括是：

50年代结为盟友，60年代从分歧走向分裂，70年代

恶化为首要敌人，80年代关系逐渐正常化，2010年以

后过渡为战略合作伙伴。在这个起伏跌宕的过程

之中，中国电影与苏联电影的交集循着两国外交的

轨迹阴晴流转、变幻不定。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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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苏电影交集的过往同时也是一份文化

交流的非典型案例。历经 30年代引入，50年代膜

拜、60年代批判、80年代重温的苏维埃影片曾是对

中国影响最大的外国电影。特别是 1949年后以莫

斯科电影为蓝本打造的社会主义国营制片厂，在管

理、创作、技术全面拷贝苏联，就连创作集体制的建

立、“二十二大明星”的设定也都亦步亦趋，描红般

地临摹照抄。至于苏式蒙太奇学派，更是当时最受

推崇的光影语言模板，可以说是爱森斯坦的理性蒙

太奇和普多夫金的抒情蒙太奇助产了“十七年”银

幕的主旋律。

但若用正常的文化关系和电影交流来衡量，50
年代的绝对崇尚以及60年代的激烈对抗都带有偏狭

的极端与局限。作为外交政治的表征，艺术作品的

多元价值被单向征用，影像成为与之相匹配的风景

符号，和睦时无限拔高，反目时极尽贬损，电影时而

是友谊的明信片，时而是冲突的晴雨表，脱离了公

允，也失却了丰饶。

虽然这些事情发生在上个世纪的后半段，苏维

埃已经远去，中俄关系也不同以往，但这是一段抹不

掉的历史，它依然连结着我们对世界未来的想象。

注释：

①夏衍：《答问——答香港中国电影学会问》，香港中国电

影学会主编：《中国电影研究》第一辑，香港中国电影学会，

1983年，第122页。

②王平陵：《从苏联电影谈到中国电影》(《中苏文化》第 7
卷第 4期，1940年 10月 10日)，参见重庆市文化局电影处编：

《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电影(1937-1945)》，重庆出版社，1991
年，第30页。

③见1930年田汉主编：《南国月刊》第2卷第4期。

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

(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第823页。

⑤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
651页。

⑥阎明复：《见证与反思——写在〈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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