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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理论】

经历千禧之年，中国电影进入21世纪。从20世
纪末开始，“我们正经历着一种社会形态的渐隐和另

一种社会机制的渐显，从而形成了鲜明的时代性特

点：一方面是转型的冲突、分化、无序，另一方面则是

通向共享、整合、有序的努力，这一社会冲突直接形

成了这一时期中国电影的品格和面貌。在用‘中国

特色’来搭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桥梁的过

渡中，电影在继续用‘主旋律’书写来传承主导政治

的权威的同时，也在艰难地向文化工业转型”①。进

入新世纪，中国电影的转型进程逐渐走向了重构。

面临着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新环境，在困惑和焦

虑中，中国电影迎来了从 2002年开始的全产业链市

场化开放和改革。市场经济大潮冲击着社会的政治

经济文化秩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世界

的循环将中国置入前所未有的全球舞台；在当时蒸

蒸日上的电视产业和渐渐兴起的互联网冲击下中国

电影试图重新回到大众文化的中心；主流意识形态

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政治要求使电影的题材选择和表

达空间都出现新的变化……这在 20年中，中国电影

行业的改革释放出超出想象的市场活力，虽然有好

莱坞电影的咄咄逼人，有电视和后来的互联网媒介

的巨大冲击，人们的文化消费方式也发生了急剧变

化，但电影终于再次成为了文化生活的主角。

新世纪的20年，第四代导演渐渐退隐，形成了以

1950年代前后出生的第五代导演、1960年代前后出

生的第六代导演以及1970年代之后出生的所谓新生

代导演，甚至 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年导演四代同

堂的创作格局，②虽然没有出现新浪潮、新现实主义

等那种鲜明的创作思潮和流派，但主旋律电影、大

片、类型电影、文艺片、动画片、高概念电影、贺岁片、

IP电影、新主流电影等各种创作现象纷纷出现，既产

生了一批在市场上被观众认可的高票房类型影片，

也出现了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市场效应叠加的头部

电影；还出现了一批不同程度触及到社会矛盾、现实

冲突、阶层差异的现实主义作品；同时，风格独特、个

性鲜明的文艺片、艺术片也引起了广泛关注。《英雄》

(张艺谋导演，2002)、《十面埋伏》(张艺谋导演，2004)、
《可可西里》(陆川导演，2004)、《无极》(陈凯歌导演，

2005)、《满城尽带黄金甲》(张艺谋导演，2006)、《夜

宴》(冯小刚导演，2006)、《疯狂的石头》(宁浩导演，

2006)、《三峡好人》(贾樟柯导演，2006)、《集结号》(冯
小刚导演，2007)、《赤壁》(吴宇森导演，200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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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大业》(韩三平、黄建新导演，2009)、《让子弹飞》

(姜文导演，2010)、《桃姐》(许鞍华导演，2012)、《一代

宗师》(王家卫导演，2013)、《中国合伙人》(陈可辛导

演，2013)、《人在囧途之泰囧》(徐峥导演，2013)、《当

北京遇上西雅图》(薛晓璐导演，2013)、《小时代》(郭
敬明导演，2013)、《白日焰火》(刁亦男导演，2014)、
《后会无期》(韩寒导演，2014)、《匆匆那年》(张一白导

演，2014)、《智取威虎山》(徐克导演，2014)、《刺客聂

隐娘》(侯孝贤导演，2015)、《唐人街探案》(陈思诚导

演，2015)、《寻龙诀》(乌尔善导演，2015)、《西游记之

大圣归来》(田晓鹏导演，2015)、《捉妖记》(许诚毅导

演，2015)、《滚蛋吧，肿瘤君》(韩延导演，2015)、《冈仁

波齐》(张扬导演，2015)、《烈日灼心》(曹保平导演，

2015)、《驴得水》(周申、刘露导演，2016)、《长城》(张艺

谋导演，2016)、《战狼 2》(吴京导演，2017)、《无问西

东》(李芳芳导演，2017)、《邪不压正》(姜文导演，

2018)、《美人鱼》(周星驰导演，2018)、《红海行动》(林
超贤导演，2018)、《我不是药神》(文牧野导演，2018)、
《流浪地球》(郭帆导演，2019)、《无名之辈》(饶晓志，

2018)、《地久天长》(王小帅导演，2019)、《哪吒之魔童

降世》(饺子导演，2019)、《我和我的祖国》(陈凯歌总

导演，2019)、《我和我的家乡》(宁浩总导演，2020)、
《八佰》(管虎导演，2020)、《少年的你》(曾国祥导演，

2020)、《刺杀小说家》(路阳，2021)……这个长长的片

单，在不同的意义上成为这20年华语电影的“代表”，

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国电影在全球影响、市场推动、国

家导向、观众更迭、艺术创新、行业重建、技术赋能、

社会演进等复杂力量的制约、规定、助力、引导下所

出现的主题、题材、类型、风格、样态的发展和变化，

阐释了中国电影与时代、观众、政治、市场的互动关

系。一方面体现了国产电影的商业意识、市场观念、

观众定位越来越成熟，反映了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

对电影的深刻影响，甚至也反映出这种影响带来的

创作误区和价值观迷失；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对处在

大变动中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传

统、人性选择、社会境遇的关注、关怀和关心。随着

电影影响力重新受到重视，电影也越来越成为国家

形象、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在被称为“新时

代”的近几年，电影被置于国家文化的战略高地，其

政治性、宣传性在新的产业化基础上全面升级，形成

了所谓“新主流电影”所主导的电影文化。

新世纪的 20年，是中国电影产业重构、观念重

构、形态重构、本体重构、文化重构的20年，奠定了中

国电影产业的市场经济基础，确立了商业美学的创

作共识，形成了大众、分众和小众创作共存的格局，

形成了影院性为特征的现代电影美学，摸索了“中国

特色”的主流价值体系。这20年，虽然缺乏惊世骇俗

的杰作，但却出现了产业蓬勃发展、市场欣欣向荣、

创作千姿百态的生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继 20
世纪 40年代、60年代前后、80年代前后中国电影三

个发展高潮之后持续时间最长的第四个“高潮期”。

回顾分析过去20年中国电影创作的道路，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新的电影制度、电影文化、电

影美学是如何建立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地基上

的。这一理解也会成为对这一阶段中国电影发展历

程的读解方法论。

一、产业重构：市场导向的经济基础

新世纪之初，中国电影产业几乎面临生死关

头。国产电影年产量曾经下滑到50部以内；放映电

影的有效银幕不过一两千块；全年票房不到10亿人

民币，其中大部分是由分账发行的10部好莱坞引进

片所创造的。而电视剧则替代电影，成为大众体验

故事的第一载体。在国产电影“最危险的时刻”，破

釜沉舟的电影行业成为第一个被全方位推向市场的

文化行业。2002年，新的国家电影管理条例开始实

施，电影全产业链向社会、民营企业和资本开放，推

行院线制改革，长期以来“条块分割”的计划经济格

局和壁垒被打破，借助市场的推动，体系内外的国

有、民营、合资电影企业共同解放生产力，整个电影

行业在短短两三年时间就柳暗花明、绝处逢生。③可

以说，新世纪初的全面市场化改革对于新世纪中国

电影的繁荣，具有里程碑意义：

第一，全行业向社会开放，打破行业封闭性，全

面提升了电影的产业活力。社会资金、社会企业获

得了行业准入的机会，资源效率得到了最大限度的

提升。短短几年，奄奄一息的电影行业便生机盎然，

电影产量大幅度提升，快速增长到 2019年的 1008
部，20倍的增长规模反映了行业发展的中国速度，其

中头部电影的制作规模和投资水平已经接近甚至达

到了国际一流水准。

第二，打破了行政区划对电影资源的束缚，形成

了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大市场。电影市场过去由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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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发行放映公司区域分割。院线制以后，电影市场

的流通性增强，电影产品的市场空间得到扩展。全

国银幕数量增长到七万多处，居世界第一；全国电影

票房650亿，增长65倍，使中国电影市场成为全球增

长最快、最大的市场，也成为全球坐二望一的举足轻

重的大市场，大大提升了中国电影的国际话语权。

第三，提升了观众意识和市场观念在电影行业

中的地位。电影功能长期被简单化，其文化消费品

属性受到抑制，电影发展举步维艰。新世纪 20年，

“市场是最大的政治”成为政府、企业、从业人员和观

众的共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市场就没有电

影，更谈不上好电影。在法规政策、审查审批、决策

机制、经营管理、创作生产各方面，市场都成为电影

重要的考量指标，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国电影

的市场竞争力，使国产电影在面对好莱坞电影的正

面竞争时，牢牢占据50%以上的国内市场份额，并迫

使好莱坞电影为迎合中国市场，更多地关注中国并

且改变了长期妖魔化中国的创作偏向。

开放行业、开放市场、自由竞争、需求导向，社会

和民营企业迅速成长，电影的市场要素逐渐壮大，电

影从业人员从规模到质量都大幅度提升，所有这些

产业上的重构都为电影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一，中国电影创作，制作规模和质量得到显著

提升。改革之前，即便是张艺谋这样的国际大导演，

都只能用几百万成本拍摄《一个都不能少》(1999)、
《我的父亲母亲》(1999)这类低成本文艺片。改革后，

头部电影单片投资可以达到几亿，甚至10亿以上规

模，国产电影的工业化水平和制作水平提高有了经

济保障，甚至可以接近或者达到世界最先进的水

平。没有投资规模的提高，就不会有国产第一部

票房过亿的商业大制作电影《英雄》，也不会有后

来以 57亿单片票房成绩高居历年票房记录榜首的

《战狼2》，更不会有树立了国产科幻灾难大片标杆的

《流浪地球》。坚实的经济基础推动了中国电影的工

业化，电影平均制作水平的提升得到了市场化强有

力的支撑，中国电影也因而提升了市场竞争力和社

会影响力。

第二，市场规模扩大，为电影创作的多样化奠定

了基础。商业电影所扩展的市场规模，实际上为其

他不同类型、不同形态的电影带来了空间。从曾经

不到 1千万的年观影人次，2019年发展为超过 17亿

的观影人次。看电影的人数多、频次多，多样化的电

影才能有市场机会。过去文艺片只有几万、几十万

的票房规模，而现在像《冈仁波齐》这样的纪实性艺

术电影单片就能创造近亿的票房，贾樟柯的《江湖儿

女》(2018)单片票房能够超越他过去所有公映电影的

总和，《喜马拉雅天梯》(萧寒、梁君健导演，2015)、《二

十二》(2017)这样的纪录电影能够创造千万以上的票

房成绩，《百鸟朝凤》(吴天明导演，2016)、《七月与安

生》《少年的你》《送你一朵小红花》等不同风格的艺

术电影甚至能够创造出过亿、过十亿的票房成绩。

蛋糕越大，分众艺术电影的空间也就越大。市场为

多样化的电影创作提供了基础。

第三，市场繁荣促使观众的观影频次增加，电影

素养和电影水准逐渐提升。电影发展与观众素养息

息相关。电影核心观众从大城市的“白领阶层”扩展

到三四线城市的普通市民。市场化改革初期，北京、

上海等五座一线城市，占据全国票房的80%以上，北

京一座城市曾经占全国票房份额的 14%。而现在，

一二线城市的票房贡献明显下降，三四线市场已经

成为最大市场，观众范围大大扩展。更多的人有了

看电影的经历和经验，电影素质也明显提升，电影观

众从只看“大片”分化为看自己所喜欢的片子。《英

雄》2002年的单片票房几乎占当年国产电影票房的

一半，而《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无

极》等影片，虽然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声音此起彼伏，

但它们依然占据年度票房榜首，出现“叫好”与“叫

座”的分离。经过市场培育，特别是互联网和社交平

台的推动，观众对电影的选择能力大大提升，“叫好”

与“叫座”之间的矛盾逐渐缓解，不同风格、样态、个

性的电影也能够被广大的观众接受，中国电影观众

的整体素养明显提升。

市场为中国电影创作带来了水涨船高的正面推

动效应，虽然在市场化改革的初期，电影行业出现了

唯利是图、急功近利、娱乐至上、价值观迷失等等现

象，但这都是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这些不良现

象也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克服。总

体上来看，中国电影产业体系的重构，大大解放了国

产电影的创作生产力，提高了国产电影的竞争力，也

强化了国产电影的工业化水平，丰富了中国电影的

创作形态，培养了新一代电影人，也把中国电影带上

了一个新台阶、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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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观念重构：商业美学共识的形成

20世纪末，中国电影面临的危机首先是观念的

危机。面对电视和其他文化形式的竞争，长期在计

划经济惯性中走过来的中国电影行业，受传统宣教

美学观和后来影像本体的学院派美学影响，加上整

个电影业市场化程度不高，中国电影的整体创作都

完全不适应全球竞争的大环境。1990年代末期，虽

然曾经出现过“娱乐片”大讨论，但这种讨论更多地

局限在对创作本身的认识，并没有从市场、从观众、

从商业角度进行深入探讨，大部分电影创作都依然

不适应观众需求和市场变化，也不适应媒介技术变

革带来的冲击。有的创作因循守旧、有的孤芳自赏、

有的缺乏与电视形态的差异，更多的创作完全无法

适应观众在“影院”观影的消费需求，在电视、互联网

以及各种新媒介的挤压下，中国电影长期在低谷中

徘徊。

产业重构带来的最深刻的影响就是观念的重

构：为谁拍电影。美国电影史学家巴斯格尔曾经说

过，在美国电影发展历史上，只有三个关键词：制作、

发行、放映，而这三个词的核心都是“观众”④。确立

观众是电影的主体，电影创作与观众需求、美学与商

业必须达成一致，好莱坞传统中所谓的“商业美学”⑤

也渐渐成为中国电影创作的共识。新世纪以来，从

市场角度出发，电影的创作、制作与商业结合，形成

了商业美学的鲜明特点。电影不只是艺术，也不只

是意识形态工具，它首先必须是一件艺术的商品，必

须被观众所认可、接受和购买。正因为电影的商业

属性得到明确重视，一批不仅能够进入市场而且能

够吸引观众的主流国产电影才逐渐出现，大片、类型

片、新主流电影、文艺片，都逐渐具备鲜明的观众意

识和商业美学特点。

所谓商业美学，其实就是艺术与商业的一种结

合。它首先体现为对电影商业元素的重视。商业元

素，通常指那些能够让观众产生购买和消费意愿的

内容，如明星、奇观、社会话题、题材、类型标志、情感

共鸣、音乐记忆等等。对商业元素的重视，最初体现

为所谓的“大片”策略。《英雄》全面开启了商业美学

的先河，大制作、大明星、大场面、大营销的“四大”策

略，获得了市场成功。此后，古装+动作的高强度的

题材、内地+港台+日韩+欧美的明星配置、全方位覆

盖+社交传播的推广模式几乎成为国产头部商业电

影的标准配置。随后，张艺谋从《十面埋伏》到后来

的《长城》《影》，陈凯歌从《无极》到《妖猫传》，还有

《赤壁》《投名状》《夜宴》《王的盛宴》《一代宗师》，以

及徐克的“狄仁杰”系列、陈嘉上和乌尔善的“画皮”

系列等等，都按照这样的商业配方进行创作，大多占

据年度票房前列。“大片”成为中国电影商业美学的

第一批成果，以令人眼花缭乱的视听效果、叠床架屋

的商业元素吸引着观众的消费，让许多已经丧失了

观影习惯的观众重回影院，引发了影院和屏幕建设

的高潮。虽然这些大制作商业电影，在商业性与艺

术性的平衡上往往受到非议，但它们的确为低迷的

中国电影市场注入了兴奋剂，为后来中国电影的高

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2010年之后，大片美学逐

渐式微，越来越多的创作者意识到商业元素只有与

美学完成匹配，才能创造出艺术与市场双赢的作

品。新主流电影的出现，《无问西东》《少年的你》《送

你一朵小红花》等文艺片的成功，都是电影商业美学

逐渐成熟的成果。

其次，商业美学体现为借助网络 IP的众筹特性，

提升电影的商业影响力。2010年之后，国产电影的

IP改编热兴起商业美学的又一轮热潮。所谓 IP(In⁃
tellectual Property)，泛指“知识产权”，但其最准确的

表达应该是互联网创意知识产权，而不是传统意义

上的文学、戏剧改编。互联网 IP的形成，大多是文本

与用户在使用与满足、创作与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

具有鲜明的文本众筹、情感众筹、用户众筹的特性。

电影创作意识到 IP众筹的商业价值，随着网生代成

为电影消费主体，伴随这代人成长的网络文学、游

戏、动漫、音乐等等，成为吸引这批观众的重要商业

因素。“盗墓”题材电影纷纷出现，《寻龙诀》《盗墓笔

记》《九层妖塔》等，引起了青年观众的关注；韩寒、郭

敬明等在网络上红极一时的青年作家纷纷将自己的

作品搬上银幕，“小时代”系列一度成为累计票房最

高的系列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失恋三十三

天》《滚蛋吧肿瘤君》《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等根

据网络 IP改变的言情电影，也成为青年观众的消费

热点。虽然网络 IP改编的电影，存在泥沙俱下、良莠

不齐、粗制滥造的现象，IP+流量明星的商业手段，都

体现出其商业意图高于了美学自觉的问题，但是，这

轮 IP改编的风潮，的确使电影行业意识到网络文化

众筹性中所体现的大众性、大众性中所体现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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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电影与网络之间的融合更加紧密，IP改编也渐渐

走向商业与美学的平衡。

再次，商业美学强化了电影的类型意识，为特定

观众、特定需求创作特定作品的指向性更加清晰。

类型，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满足观众不同需求的产品

分类。类型就是为观众的消费需求提供标签、提供

针对性供给。相比过去，新世纪以来的国产电影在

类型化方面有了长足发展。以“大片”为代表的武打

动作片取得了商业成功；随后是喜剧类型片的兴起，

从《十全九美》(王岳伦导演)、《非诚勿扰》(冯小刚导

演)到《私人订制》(冯小刚导演)、《人再囧途之泰囧》

(徐峥导演)，从《分手大师》(俞白眉导演)、《心花怒放》

(宁浩导演)再到《夏洛特烦恼》(闫非、彭大魔导演)、
《西虹市首富》(闫非、彭大魔导演)、《你好，李焕英》

(贾玲导演)，喜剧片用它的轻松、诙谐和与时代、社会

密切关联，满足了观众宣泄、释放的心理需求，几乎

成为最价廉物美的商业类型；青春言情片，也是触动

观众情感的重要类型。从《失恋三十三天》(滕华涛

导演，2011)在 11月 11日意外走红开始，情人节、暑

期档等等，都是言情片的市场。《小时代》《致青春》

《后来的我们》《匆匆那年》等等，也都成为了中国的

高票房电影类型。以香港电影人为主力的警匪片，

作为重要商业类型，从《无间道》到《拆弹专家》，则形

成了20年中国电影市场稳定的系列。特别是随着电

影工业的成熟，军事动作片(如《战狼2》《红海行动》)、
幻想类电影(如《画皮》《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

精》)、科幻片(如《流浪地球》《上海堡垒》)、灾难片(如
《烈火英雄》《中国机长》)、动画片(如《哪吒之魔童降

世》《大圣归来》)等等，都填补了国产电影原来的类

型空白，基本形成了国产电影的类型矩阵，可以满足

不同档期、不同观众的不同需求。同时这些类型片

也用一种“假定性”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传达了当代中

国人的焦虑、希望，并释放了压抑的情绪，承载了一

定的现实性和时代性。国产电影能够与好莱坞电影

全面抗衡，与类型片的丰富和发展密不可分。

最后，商业美学推动了国产电影营销推广观念

的突破，也促使小众化文艺片不同程度地进入了大

众视野。在多媒介时代，媒介产品越来越多，观众注

意力越来越稀缺。电影不仅是创作出来的，同时也

是营销出来的，电影营销已经体现在从策划、创作到

发行、推广的全过程。观众市场的定位、商业元素的

配置、类型元素的选择、“高概念”的植入、档期的选

择、明星的组合等等，既是艺术问题也是商业问题。

风格化的艺术电影也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出好电

影需要好营销”。《无问西东》有独特的艺术气质和创

新模式，选择了章子怡、王力宏、张震、黄晓明、陈楚

生等一批有市场影响力的明星演员加盟，为影片的

市场推广提供商业基础；许鞍华的《黄金时代》《桃

姐》，同样选取知名度高的明星演员，为影片发行营

销提供支持；《少年的你》《送你一朵小红花》等优质

文艺片借助了易烊千玺的“偶像”影响力，获得十多

亿的高票房。《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以

及《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金刚川》等主旋

律献礼片，也都借助众多明星、名人为电影的市场推

广保驾护航。

应该说，这 20年的国产片，在影响力、可看性方

面都体现了商业意识的全面提升。当然，在商业美

学意识强化的同时，也出现了商业凌驾于美学之上，

商业代替美学的弊端。唯票房的观念，造成一些影

片品位媚俗低下、风格支离破碎、娱乐急功近利，从

而受到社会、观众和行业人士的批评。商业与美学

之间的融合还在进行中，但是，越来越多的电影创作

者已经达成共识，电影商业是以电影艺术为基础的，

没有审美基础的电影既不是好电影也不会是好商

品。商业大片败走的例子越来越多，也证明电影的

商品属性是建立在电影艺术属性基础之上的。更多

的电影人表示不仅要创作受市场追捧的电影，更要

创作被观众尊重的电影。2010年之后，电影商业与

美学的融合成绩斐然。一批“新主流电影”将商业配

置、艺术创作、工业制作三者相结合，既体现了主流

价值观也占领了主流市场，在中国电影金鸡奖等专

业奖项的评选中也得到认可。商业美学在电影创作

中正逐渐走向成熟。

三、形态重构：大众、分众与小众电影并存

由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日益占据支配地位，也

由于商业美学观念的逐渐成熟，中国电影创作形态

也不断改变，电影市场的逐渐扩大也使电影创作走

向了更加多元的方向。可以说，市场化改革，不仅解

放了电影的生产力，更是解放了电影创作的题材、类

型和表达空间，丰富了电影的创作类型和样态。

类型电影逐渐成为市场主体，武侠片、战争片、

历史片、灾难片、谍战片、警匪片、喜剧片、神幻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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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类型，都出现了一批比较优秀的作品。《十面埋伏》

《集结号》《唐山大地震》《无极》《夜宴》《投名状》《赤

壁》《泰囧》《功夫》《画皮》《狄仁杰》《寻龙诀》《夏洛特

烦恼》《西虹市首富》《你好，李焕英》等影片陆续创造

出中国电影市场一个又一个新的纪录，国产电影类

型意识越来越自觉，制作工艺越来越好，题材空间越

来越大，并且许多作品都试图在类型规律中，表达创

作者对历史、现实和人性的某些思考。虽然也不同

程度出现过拼盘美学、娱乐至上、伦理失范、过度奇

观、IP崇拜、流量迷信等问题，但应该说，正是这批类

型电影，在整体上扩大了中国电影的市场规模，推动

了中国电影艺术和技术的提升，使中国电影的创作

水平和中国观众的观影水平向世界主流电影靠近。

正是类型片对市场的扩展，使中国电影得到了

多样化、分众化的机会。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多

样化、风格化相比前一个时期，有了巨大发展。以宁

浩的《疯狂的石头》等为代表的黑色荒诞片，以曹保

平的《烈日灼心》和刁亦男的《白日焰火》为代表的社

会犯罪片，以贾樟柯的《山河故人》等为代表的纪实

风格电影，还有像冯小刚的《我不是潘金莲》和文牧

野的《我不是药神》这样的现实主义电影，王家卫的

《花样年华》《一代宗师》这样的风格化电影，许鞍华

的《桃姐》和曾国祥的《七月与安生》等为代表的生活

伦理片，张扬的《冈仁波齐》为代表的信仰题材片，冯

小刚的《芳华》和管虎的《老炮儿》等为代表的怀旧

片，周申等人的《驴得水》和韩延的《动物世界》这样

的寓意电影，还有万玛才旦的《撞死一只羊》和毕赣

的《路边野餐》等艺术片，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得到了

不同程度的市场认可。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国产电

影在反映现实和人性的深度、力量、强度方面还明显

不足，但是电影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依然是中国电影

历史上不可多得的。

在主流类型电影大行之道、风格化艺术化电影

日益丰富的同时，主旋律电影也在各种政策推动下，

不断探索政治、艺术、商业之间的平衡点。许多重大

革命历史题材、英雄模范人物题材的电影概念先行、

制作粗糙、创作观念陈旧，很难进入市场，更难以引

起广泛的观众反应。人们开始更自觉地探索将主流

意识形态与主流市场相结合的新创作模式，从主旋

律电影伦理化、类型化到新主流电影的出现，主旋律

电影也成为中国电影的一道独特风景。《建国大业》

《建党伟业》《建军大业》等主旋律电影，主动改变创

作语态，借助商业元素，注入现实参照，在艺术创新

上有了突破；以《战狼》《战狼 2》《湄公河行动》《红海

行动》《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烈火英雄》《攀登

者》等为代表的所谓新主流电影，则新在既不同于教

化功能明显和外在的主旋律电影，也不同于商业功

能至上甚至唯一的主流商业电影，其核心特点是主

流价值+主流市场的大众电影。⑥虽然这些影片仍然

有许多不足和缺陷，比如人物形象大多比较单薄，缺

乏人性深度和厚度；动作和场面的宏大性、紧张性冲

淡了情节细节的严谨性、严密性；题材的真实性与类

型选择的假定性之间没有完全平衡，使得作品的艺

术完整度不够，在爱国主义主题与人道主义价值的

融合方面也存在一些争议……但是，应该说，新主流

电影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性、主流电影类型、主流电

影市场的统一，在英雄塑造、情节剧叙事、工业化水

平、商业化运作等方面都跨上了新台阶。

以新主流电影为主体，商业类型片和风格多样

的电影作为补充，形成了新世纪电影的基本格局。

当然，中国电影对历史、现实、人性的表达深度和强

度，还远远没有达到人们的期望。而这种深度和强

度，还需要更加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更加健全的法

制化管理体系、更加全方位的时代文明进步。这一

时期中国电影所达到的审美高度和艺术高度，在某

种意义上，也是时代本身的高度。

四、美学重构：影院性的自觉意识

从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电影面对电视的竞争、

面对DVD/VCD等家庭音像介质的竞争、面对后来崛

起的网络视频的竞争，曾经一度退出了大众文化生

活的中心。新世纪以来，市场化的改革促使电影行

业重新思考、探索、建构电影观念，以回应来自新的

媒介、新的内容的挑战。当年巴赞从媒介与现实的

关系角度回答了“什么是电影”，提出电影是“现实的

渐近线”⑦，但当电视媒介比电影更“接近”现实，特别

是数字视频已经几乎完全与现实“零距离”之后，巴

赞的电影本体观似乎已经很难解释电影与电视、与

其他视频影像的区别了。当年的电影理论家曾经用

“上镜头性”定义电影的本体⑧，而在多屏时代，镜头

所拍摄的影像早就不再是电影专有，越来越多的电

影人意识到：电影具有一种不同于电视、不同于网络

视频的本体特性，这就是所谓的“影院性”。是否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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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影院性，往往就是一部电影是否能够成为“合格”

电影或者“成功”电影的本体条件。

新世纪以来，电影产量大幅度上升，从不到 100
部发展到超过 1000部，但每年真正能够在影院公映

的电影只有三分之一，形成有效放映一周以上的影

片不足五分之一。大多数获得电影公映许可证的影

片，都没能进入影院放映或者即便放映也难以得到

观众认可。除了艺术创作水平和技术制作水平之

外，最明显的缺陷往往就是这些影片缺乏影院性，缺

乏影院放映和影院体验的“必须性”。即便是一些艺

术上有特色的作品，人们也更愿意选择影院之外的

方便途径观看。

影院不同于为后仰观看的电视观看空间，也不

同于前俯操作的网络使用空间，它是一个封闭、集体

和黑暗的公共观影场所。正如有研究者所说：“人类

在本质上是社会动物。经历了长时间聊天室、电子

邮件和电子游戏等虚拟空间的交流之后，不同年龄

段的人们依旧摆脱不了群体化生存的本性。”⑨人们

可以通过不同渠道去接触影像产品，但人们选择去

影院观影，首先选择的是一个特定的封闭而公共的

空间。与此同时，影院性的另一特征就是它并不是

观众自然而然生活的一部分，而是观众选择的一个

特定空间。人们之所以克服交通成本、时间成本、消

费成本的限制选择影院观影，意味着影院观影必然

会带给他与其他渠道不同的差异性影像体验。因

此，所谓影院性，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要为观众提供不

同于其他媒介渠道的独特观影体验，这种体验只有

在影院中才能得到最大化满足。

新世纪以来，那些头部的大制作电影、特征鲜明

的类型电影，以及风格极致的文艺片、艺术片，凡是获

得市场认可，取得较好票房成绩的，都对“影院性”的

美学有自觉追求，形成了现代电影的影院美学观念。

首先，这些电影都强化了对观众注意的“控制

力”。控制力，是现代电影与电视、网络这些相对开

放、互动的媒介影像最大的区别。大部分影院效果

成功的电影，都在大银幕、立体声、3D、奇观化、快节

奏、画面饱满、声情并茂等等方面强化了对观众的控

制。《战狼2》《红海行动》《中国机长》《紧急救援》这些

动作化的头部电影，镜头数量都达到了两三千个，是

过去常规电影镜头数量的五倍以上；《八佰》使用了

IMAX的大广角、长景深移动镜头，画面的质感带有

强烈的冲击性。即便是一些写实风格的电影，实际

上也在追求更多的场景的细节奇观，表现人物面临

的人性极致和选择考验，比如贾樟柯的《三峡好人》

《江湖儿女》，王小帅的《地久天长》等，其故事强度和

情境特殊性，都远远超过一般的电视节目或者网络

视频节目。

其次，新世纪以来，许多在影院引起广泛好评的

电影都具备了吸引观众的“必看性”。影院主动消费

的属性决定了观影需要一种“必看性”，而不仅仅是

“可看性”选择。20年的票房排行榜前列的作品，无

论就其题材、主题、人物形象的内容层面，或是场面、

镜头、画面、造型、节奏、声音等等视听层面，都远远

超过电视剧、网络剧和其他家庭、个人媒介的强度

性、差异性。这与好莱坞电影推崇的所谓“高概念”

(High Concept)电影非常相似，就是要“确保受欢迎程

度的最大化”⑩。新世纪以来，电影营销越来越受到

重视，重视的就是这种“必看性”的塑造。作者化的

电影，也需要借助大明星、社会性话题、互文本推动

来创造电影的“必看性”。《无问西东》利用众多明星

的影响力，《冈仁波齐》利用本色表演所创造的信仰

感，《少年的你》的话题性和偶像演员出演，以及众多

类型电影对“概念”“强度”“极致”“互文”的放大，电

影看点、电影话题、口碑热点等等，都在共同为观众

创造“非看不可”“不看不能”的影院“必看性”。正是

“必看性”使新世纪以来的国产电影从前电视时代进

入了后电视时代，并且正在进入后网络视频时代，构

成了电影成为电影的不可替代的美学本体。虽然电

影性并不等于影像作品的艺术品质，但却是电影成

为电影的本体特征。观众判断电影是否值得观看的

标尺，往往就是对影片的“控制力”和“必看性”的预

判。一些题材独特、风格鲜明或者制作精良的纪录

片，如《二十二》《喜马拉雅天梯》《棒，少年》能够进入

影院放映，恰恰都体现了某种需要影院共享的“必看

性”，它们可以将观众带入影院这种封闭的“集体体

验”中，共同分享具有情感共鸣的话题或者体验非同

凡响的生活。

新世纪以来电影所追求的影院性，一方面为电

影带来了更浓厚的商业味、娱乐性，另一方面，也推

动了电影科技的创新、影像想象力的解放、视听经验

的丰富。而且，由于观众的多元化以及观众需求的

多层次，影院属性也会体现为不同的对世界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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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性的追问、对现实的洞察、对历史的再现、对未

来的想象。正是对影院性的追求，带来了新世纪以

来中国电影本体、整体上的提升和多样性的发展，电

影的题材和主题强度、视听饱和度、节奏密度、信息

量相比其他影像形态、相比新世纪以前的电影，都有

了显而易见的变化。

五、文化重构：中国特色的价值观探索

20世纪初，电影伴随着现代文明传入中国，它既

是新文化的载体，又是新文化的源头。从诞生那天

起，电影就处在文化的风口浪尖上，科学与民主、个

性与解放、自由与独立、启蒙与革命、救亡与国家、社

会与阶级、思想解放与人道主义、寻根反思与全球

化、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与

民族复兴……可以说，电影似乎是百年中国的文化

晴雨表、风向标，既反映着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也

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构建。新世纪

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社会共享价值观建

构的落差，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意图影响全

球文化版图的宏大愿景，中国人的个体利益与国

家民族整体利益之间的融合，中国人对美好生活

的渴望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都使这一

时期的中国电影与中国主流文化体系的重构一

样，需要回答三个核心问题：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的

关系中完成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何在中

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建设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价

值体系？如何在现实与未来的关系中维护秩序的

稳定性又保持改革的开放度？新世纪中国电影在这

三大关系的重构中，试图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

化价值体系的传达。

首先，新世纪中国电影努力重新确立传统文化

与现代文明的关系。中国延续数千年的文化体系，

蕴含了中华民族丰富的历史智慧，同时也积淀了深

厚的历史沉渣。马克思经典作家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早就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

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由于受封建统治者“大一

统”意识的推动和儒家“克己复礼”精神的维护，三从

四德、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一直是文化主流。数千年

来，有识之士都在不断与中国文化中的复古倾向进

行斗争，批评“惑乎故而不能即乎新”，要求“顺乎天

而应乎人”，甚至提出“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

是，不必循旧”。从五四新文化到新时期的思想解

放，从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家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

驱，以及到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共领导人，批判

封建礼教、扬弃传统糟粕，可以说一直是文化主流，

也是从民国时期到新中国十七年的电影文化的主

流。鲁迅用“吃人”的极端表述来比喻传统礼教文

化在现代的危害性。1963年，毛泽东批评当时的文

学艺术，“封建主义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

西很多”。即便一直被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的梁漱

溟先生也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落后性、腐朽性做过深

刻反省，提出要“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种

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反省，在新时期的第四代、第

五代电影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上来。《菊豆》甚至

用悲剧的形态，表现了菊豆、天青冲破礼教、追求自

由的爱情的结晶，最后反而成为专制秩序的继承

者，他们的儿子天白亲手将离经叛道的父母送上了

不归之路。

进入新世纪之后，经历了对传统文化疾风暴雨

般的反省、批判、切割之后，伴随着主流政治对西方

文化的警惕、对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重新解释以

及民族国家意识的进一步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开始

自觉地将文化重建的重心转移到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和发扬。家国文化、儒家精神、大一统意识与现代的

爱国主义密切融合，深刻、全面影响到这一时期中国

电影文化价值观的建构，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回到电

影的中央舞台上来。

在一些头部电影作品中，“战狼”系列、《无问西

东》《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我和我的祖国》《我和

我的家乡》等，充分利用了中国文化中的家国意识、

家国情怀、家国传统，将个体命运与民族、国家命运

紧紧相连，表现了个体、家庭与民族兴旺之间不可分

割的联系，从而完成了这些作品的爱国主义表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作品都是从个体视角、个体

命运去叙述家国故事，因此比较好地解决了微观与

宏观、个体与整体之间的联系，“我”和“我的祖国”表

达了一种价值观逻辑，将国家爱人人与人人爱国家

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现代文明与传统的家国文化

的新时代的对接。

新世纪还有一部分电影，特别是古装题材，有意

无意地渲染一些压抑人性、束缚个性、尊崇礼教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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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传统，美化缺乏现代人性人道反省意识的“礼教等

级”思想；一些电影对权力的崇拜、对平民生命的蔑

视、对女性尊严的侮辱、对权谋的迷恋，都反映了文

化价值观所发生的变化。如果将张艺谋这一时期的

《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十面埋伏》与他1980年代

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进行比较，无

论是题材还是视角，无论是价值观还是审美观，都出

现了明显改变，对传统的批判性视野转化成对权力

文化有意无意的妥协和敬畏。在这方面，《夜宴》对

权力文化的悲剧性展示，《影》对个体生命的关怀，

《江湖儿女》对从家族性熟人社会向现代陌生人社会

变化的呈现，《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和《哪吒之魔童降

世》中对礼教的反叛和人性的张扬，依然还体现了新

世纪中国电影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反思。

传统文化具有某种复杂性。以“国粹”为名的复

古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追求

自由、平等、民主的进步潮流的反动。中国文化传统

当中，有许多优秀元素、优秀遗产，中国电影需要用

现代文明的理念观察现实，让传统文化在以人性、人

权、人道为基础的现代文化中呈现出新的生命力。

只有那些还能够与今天的时代产生化学反应的传统

文化，才能够被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

其次，新世纪电影文化也试图在世界文化坐标

系中，建立世界性的中国价值观体系。中国电影正

如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一样，是与世界文明的影

响密切联系的。严格来说，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电影，

就是不断在吸收外来文化影响过程中完成吐故纳新

的蜕变的。虽然新世纪以来，主流政治更加强调和

重视中国“主体性”，但由于电影被纳入了全球文化

体系中，相对于其他大众艺术形态，电影依然体现出

一种与世界文化融合的积极态度。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全方位参与国际事务，中

国电影被认为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对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甚至成为了中国电影的

一种使命。中外合拍影片大量出现，境外国外电影

人纷纷参与中国电影的创作，中国电影中越来越多

地加入了各种全球化元素，中国电影也努力试图走

向世界。新世纪以来的第一部商业大片《英雄》，既

有众多外国电影人参与影片制作，也有全球各地的

华裔电影人担任主创，可以说集合了全球的华人电

影资源造就了第一部中国市场亿万票房的电影，其

中既有中国的长河落日、独孤求败、胸怀天下的传统

意识，也有悲天悯人、情爱至美、我行我素的现代精

神。《狼图腾》《长城》《功夫熊猫》《我们诞生在中国》

等许多电影，都与欧美主流电影公司展开了合作。

在北美市场上，英语以外的外语片票房排行榜前 50
位中，有10部以上是华语片，其中《卧虎藏龙》高居北

美外语片票房首位，而《英雄》居第三名。《功夫》《一

代宗师》《功夫小子》以及合拍片《功夫熊猫》续集，还

有《长城》《我们诞生在中国》等，也都在海外市场上

赢得了主流观众的认可。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张

扬的《冈仁波齐》、王小帅的《地久天长》等电影，关注

中国普通百姓的命运，体现了全球化视点，在国际电

影节和艺术片市场上得到了关注。在新世纪，电影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进入国外主流文化

市场的中国文化样态。虽然中国电影的国际影响力

与中国电影在国内市场的成绩相比并不同步，但中

国电影在扩大中国影响、传播中国文化方面，起到了

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大国崛起的经济环境和政治环

境，也强化了中国电影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国家

主义意识。一部分电影，特别是 2010年以后的中国

电影，往往有意无意地体现出一种明显的民族优越

感；一些电影在展现国力强大、英雄强大的同时，对

个性主义、人道主义、国际主义价值观的表达不够自

觉；一些电影在娱乐化表达中，对生态意识、女性意

识、儿童保护意识、平等意识、人权意识缺乏关注，这

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电影文化价值观的世

界共享性。

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电影需要一种求同存

异的眼光，用中国人智慧、中国人创造去对世界文明

做出中国贡献。“讲好中国故事”的“好”，不仅仅是让

世界来听中国故事，而是要让中国故事变成世界故

事，让中国故事成为世界需要的故事，让中国电影如

同迪士尼电影、漫威电影、DC电影、斯皮尔伯格电

影、诺兰电影一样，弱化“国别”限制和“民族”间隔，

从而属于世界、属于人类，在这方面新世纪以来的中

国电影贡献不足。新世纪以来的后十年，国产电影

的国际传播能力甚至有所下降，表明新世纪的中国

电影，需要从“中国”走出来，胸怀世界，放眼人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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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马克思所描述过的“世界文学”时代，创造属于世

界的中国电影高峰。

现实与未来的关系，则是新世纪中国电影文化

重构所面对的第三组关系。中国独一无二的历史传

统、时代命题，都决定了中国所走过的道路具有“中

国国情”。中国电影需要深刻地认识并反映出“中国

国情”的复杂性、现实性，才能创造出不同于世界其

他国家的优秀电影。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对近百

年来中国所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和历史性进步，给予

了充分关注。从《建党伟业》《建军大业》到《建国大

业》，从《无问西东》到《我和我的祖国》再到《中国合

伙人》，从《湄公河行动》到《中国机长》《烈火英雄》，

特别是众多的国庆献礼片、建党献礼片、建军献礼

片、改革开放四十年献礼片、党代会献礼片等等重大

政治节庆献礼片，在电影管理部门的引导和支持下，

充分呈现了“讴歌党、讴歌社会主义、讴歌人民、讴歌

英雄”的正面主题，成为对中国历程的一种正面影像

叙述。

与此同时，一部分电影也关注到中国国情的复

杂性，反映了中国的历史曲折、现实困境、人性挣扎，

先后出现了《唐山大地震》《归来》《芳华》《我不是潘

金莲》《烈日灼心》《我不是药神》《白日焰火》《无名之

辈》《少年的你》等比较深刻地表现历史苦难和现实

矛盾的优秀作品。当然，由于种种复杂的政治经济

社会原因，新世纪以来真正深刻地揭示现实矛盾、推

动社会进步、反映时代趋势的电影作品并不多。类

似改革开放时期的《芙蓉镇》《霸王别姬》那样的作

品，在新世纪电影中还难以见到。

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处在自我否定、自我变革

的进程中。改良、革命、修正、改革，作为一条红线，

贯穿了百年中国史。电影如果仅仅停留于对现实合

理性的解释，很难产生真正的电影高峰。伟大的、杰

出的电影，都是对其时代现实的审美反映，既包含了

对“事实如此”的生活的写照，也必然包含对“应该如

此”的生活的渴望；既有对现实已然性的认知，也有

对历史必然性的展望。新世纪中国电影在复杂的政

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中，的确面临许多不同的文化影

响、价值观参照、利益诱导、舆论推动，因而也形成了

前所未有的文化复杂性。古典的、没落的、前现代

的、现代的、后现代的混杂价值观都在不同的电影中

体现出来，甚至在同一部电影中体现出来。《英雄》

《夜宴》《集结号》《色戒》《归来》《我不是潘金莲》《芳

华》《无问西东》《战狼》《八佰》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议，

充分反映了文化的混杂性和矛盾性。显然，这体现

的不仅是电影领域本身的文化复杂性，也体现出全

社会的文化复杂性。在这种不可控的复杂性环境

中，多数电影都避免接触敏感话题和冲突领域，以至

于文化建设的使命并没有真正完成。当然，文化建

设的使命并不是电影所能独自完成的，在中国国情

之下，以政治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价值体系的整体性

建构，从根本上影响和决定着中国电影的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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