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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曙光 李国聪

80年代：理论滋养灵感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方针引导下的中国电影体制，依

循着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转型的演进逻辑，自上而下地完成

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调整。70年代末80年代初，

由中影公司统一领导、管理、调控全国电影发行放映业务，统

购包销政策之下的利益分配问题，导致制片、发行、放映等领

域的博弈愈发激烈，利润倒挂、以电养文、机构臃肿等现象屡

见不鲜。尤其是随着电视、录像、录音等娱乐方式的出现，电影

观众严重分流，电影业从“皇帝女儿不愁嫁”跌落下来，一时间

陷入虎落平川被犬欺的尴尬境地。1986年，电影局归口成建

制的从文化部划归广电部管辖，谋求实现电影电视合流合力。

由于诸多原因，被定性为企业性质的电影制作业却遭遇体制

梗塞，在“上合下不合”的形势中进行着艰难的调整。必须承

认，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虽注定徘徊、迷茫和曲折，却也彰显

了彼时决策者迎难而上的勇气和改革的担当。

相较于体制改革的困难，电影创作和理论批评则显现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热闹氛围。在充满理想与激情的上世纪

80年代，众多知识分子在高蹈的理想主义之潮中开启了自我

个体价值的漫长追索，在思想解放中凝聚力量，酝酿了理论滋

养灵感的文化景观、文化格局，并在理论批评和创作实践的双

重空间内，建构起了关于电影方法现代化的精神理念和价值

范式。这一时期，关于“丢掉戏剧的拐杖”、“电影语言的现代

化”、“电影与戏剧离婚”、“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电

影本体论”、“‘影戏’美学”、“西部电影”、“谢晋模式”、“对话：

娱乐片”等电影话题密集生产，此起彼伏的理论争鸣明证了彼

时电影界的踊跃和豪迈，愈发自觉的电影意识呼唤电影本体

的回归，这些理论资源也为当前的中国电影学派以及当下电

影创作埋下了或益或损的历史伏笔。

在文化反思和启蒙思潮的洗礼下，人性、人情、人道主义

由模糊、朦胧渐趋走向明晰化，艺术创新成为中国电影界的引

领旗帜和响亮口号，《沙鸥》《生活的颤音》《苦恼人的笑》《春雨

潇潇》《小花》《巴山夜雨》《小街》等冲破创作禁区的影片大量

出现，为中国电影注入无限生机。其中，现实主义精神的复归

成为电影领域显在的变革主调，诸如《邻居》《见习律师》《都市

里的村庄》《青春祭》《小巷名流》《人到中年》等现实主义力作，

高扬纪实美学旗帜，关注日常生活和社会变迁，潜入历史肌理

和民族深处，展现了80年代激荡变革的社会风貌。这一时期，

还有谢晋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

等带有历史性反思的经典影片，将政治风云、社会变迁巧妙融

汇到其爱国主义情怀中，恣溢出穿越时空的生命力。此外，还

有吴贻弓、吴天明、丁荫楠、谢飞、胡柄榴、陆小雅等第四代导

演积极探索和革新电影艺术表现形式，坚守为人生而艺术的

观念，创作出了《城南旧事》《乡音》《没有航标的河流》《人生》

《老井》《我们的田野》《湘女潇潇》《红衣少女》《孙中山》等影

片，彰显出以启蒙意识和艺术创新为主导的审美观念。与此同

时，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黄建新等第五代导演推出了《红

高粱》《黄土地》《猎场扎撒》《黑炮事件》《野山》等影片，他们冷

静反思传统文化、道德人性、人生命运等宏大命题，在国内和

国际影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90年代：市场化语境下中国电影分化与整合

进入90年代，随着《关于深化当前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

意见》（3号文件）的出台，打破了中影公司在发行领域的垄断地

位，试图理顺电影制片、发行及放映之间的经济关系，建立各环节

的鼓励机制，较为全面地推动了电影各部门、各环节的改革步伐。

1996年3月国家正式推出和启动“九五五○”工程，将国家专项

资金注入制片业，大力放开出品权。同年7月，《电影管理条例》开

始实施，试图以管理手段保障国产影片所占市场份额，推动电影

管理工作向法制化、规范化发展。不过，在竞争机制中的电影各环

节矛盾依然尖锐，甚至陷入各自为政、杂乱无章的窘境，导致中国

电影市场整体上较长一段时期在低谷徘徊。

这一时期，大众文化在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的激烈博弈

中占据强势地位，迅速而全面地占领了文化市场，中国电影自

身的演进也受到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的全方位介入。面对复

杂的社会文化生态，中国电影开始采取不同的文化策略、意识

形态策略、经济策略来寻找并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在叙事方

式、镜头语言、视听风格乃至市场运作等方面显现出高度分化

的现象：既有《开国大典》《焦裕禄》《蒋筑英》《离开雷锋的日

子》《孔繁森》《横空出世》《生死抉择》等唱响主旋律电影，也有

《无人喝彩》《三毛从军记》《四十不惑》《找乐》《阳光灿烂的日

子》等新人文艺术电影，还有第五代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秋

菊打官司》《霸王别姬》等银幕经典，以及《长大成人》《美丽新

世界》《洗澡》《回家过年》等第六代实验影片。在90年代中国

电影版图上，还有像《有话好好说》《背靠背，脸对脸》《站直啰，

别趴下》《甲方乙方》《不见不散》等都市喜剧片，以平民话语的

接地气表达，引发观众情感和共鸣，

推动了唱响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和

商业电影三足鼎立的新格局。

与之相呼应，在电影界乃至整个

文艺界，理论批评领域也主动走向了

分化，电影本体批评、传统的社会学

批评，以及各种西方新潮批评方法论

的交相辉映，从整体上反拨和超越了

单一僵化的理论批评模式，电影评判

标准、评判维度、批评立场开始走向

差异化、多元化和复杂化。但是，学院

派电影理论批评大都与电影市场相

脱节，面对复杂的中国电影生态，日

益彰显出捉襟见肘的尴尬，甚至屡屡

陷入“方法论的空白”，尤其是在面对

多类型并存的创作局面时，却找不到

任何一种理论批评话语可以诉诸多元类型电影的完整表达。

新媒体语境下，电影界发出了“电影批评何为”的质疑和呐喊。

新世纪：产业化改革与中国电影的“强国梦”

中国电影产业改革的历程，也是借力政策东风与资本驱

动实现升级换代的过程。中国在跻身WTO之后跨入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新阶段，政府开始降低电影行业准入门槛，以税收

优惠和财政扶持政策吸引社会资源进入电影业。自2003年

起，包括《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等在

内的10余项政策法规的颁布，彰显了我国政府推动电影产业

化的信心和决心。2004年，广电总局还出台了包括《关于加

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在内的21份文件，明确了“电

影产业是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高智能、高投入、高产出的文化

产业”。2009年，《文化产业振兴规划》颁布实施，电影产业成

为国家战略性产业的重点推进项目之一。2010年，《关于促

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迈向电影强国的总体

目标和建立健全市场公平竞争、企业自主经营的电影产业运

营体系的针对性举措，文件对电影产业的辐射力和市场潜力

予以高度肯定。2014年，《关于支持电影发展若干经济政策

的通知》下发，进一步规范电影市场，重点支持电影创作和推

进电影全行业发展。2015年为促进合作共赢、互联互通而制

定的“一带一路”协议，以及为寻求经济新增长新动力提出的

“供给侧改革”发展路径等战略举措，也为中国电影产业升级

换代提供了新的增值空间与发展机遇。2017年3月，《电影产

业促进法》正式落地实施，通过法律强化了电影的产业属性和

市场价值，肯定了中国电影降低门槛、激发市场活力的改革措

施，推动中国电影市场走向规范化和秩序化，迈入有法可依的

新阶段。

得益于政策利好、资本扶持与技术革新等多方助力，电

影市场与创作层面活力迸发，超高速增长、结构性调整和升

级换代成为中国电影的新常态。从2002年处于产业危机中

的电影消费小国，到2010年国产电影供求两旺的爆发式增

长，奋力迈入电影百亿时代，到2012年中美电影协议签署，

鲶鱼效应刺激下，中国跃升至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再到延

续至今的电影强国建设，借势全球化与互联网浪潮，跨界融

合趋势下的中国电影成为世界电影发展的新引擎。这十几年

来，中国电影产业链条得以不断延伸和拓展，新兴投资渠道

兴起，各类投资尤其是互联网金融资本介入，电影产业与资

本市场联动效应明显；传统电影企业以市场重组、上市融资

及资源整合的方式积极转型，互联网企业电影企业趋向综合

化、专业化、创意化、国际化；主流院线基本实现数字化放映，

院线整合并购成常态，差异化经营初见成效，影院建设实现

多厅化、商圈化，高格式银幕不断增多，终端市场持续扩张至

四五线城市，定制化、个性化服务成新趋势，档期运作走向成

熟，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快速推进，全方位对接用户体验；处于

短板状态的衍生品开发品牌意识初显，中国电影全产业链渐

趋走向成熟。

政策的保驾护航和产业链条的驱动升级，为中国电影创

作开拓了新的文化空间和市场空间。新世纪以来，新老导演

你方唱罢我登台，秉承工匠精神与创意理念，在类型开拓、类

型探索层面卓有成效，形成了多类型、多样化、多品种的国产

电影创作格局，国产大片与中小成本电影交相辉映，唱响主

旋律电影、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均显现出主流化发展趋向。

如传承红色文化基因的《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血战湘江》《智

取威虎山》《勇士》，军事动作片以《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

《建党伟业》《战狼》系列为代表的唱响主旋律电影肩负起弘

扬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使命，以主动姿态吸纳类型元素，打破

远离市场的传统经验，采用明星策略，打造视听奇观，将商业

模式、类型叙事与主流诉求妥洽融合。再如《寻龙诀》《西游记

之大圣归来》《狼图腾》《一代宗师》《妖猫传》《影》等气质迥异

的鸿篇巨制跃上银幕，推动中国电影进入电影工业美学新阶

段；还有《失恋33天》《人再囧途之泰囧》《致我们终将逝去的

青春》《夏洛特烦恼》《中国合伙人》《前任 3》《唐人街探

案》（1、2）《我不是药神》等现象级电影，开拓了主流商业电

影的市场空间，激活了中小成本电影的塔基力量。尤其是近

年来，武侠片、爱情片、喜剧片、青春片、警匪片以及魔幻、科

幻片作为中国电影市场可圈可点的重要类型，积累了颇具本

土特色、东方美学特质的类型经验。还有《山河故人》《百鸟朝

凤》《白日焰火》《烈日灼心》《乘风破浪》《驴得水》《十八洞村》

《心迷宫》《嘉年华》《暴雨将至》《暴裂无声》等具有现实主义精

神的艺术电影，关注现实、反思人性，为中国电影注入文化内

涵和精神深度。

新时代：全面转向质量型、内涵式增长模式

面对日益繁盛的创作景观，电影界开始有意识地集结和

凝聚力量，挖掘、收集传统电影理论资源，不断引进新方法、新

思路，如产业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传播学等不同学科的

方法论进入电影批评场域，形成了中国电影的多元认知体系，

拓宽了学院派批评的深度和广度，为中国电影学派奠定了充

分的理论资源。不过，当前电影理论批评工作也存在着自身短

板，一方面缺乏科学的、差异化的类型电影评价体系；另一方

面电影理论批评队伍知识结构的不完善，熟悉本土理论的未

必了解西方理论，而熟悉西方理论的未必掌握本土理论，发挥

不出应有的理论优势。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专业性理论阵

地，网络电影批评依凭媒介的力量激发了大众影评的新活力，

还有如《今日影评》等电视影评栏目充分利用电视媒体的影像

优势，以通俗性与专业性相结合的叙述方式走近观众。如今炙

手可热的微信影评开启了“人人都是批评家”的新时代，以其

灵活性、自主性、互动性催生了与互联网语境相适应的批评新

生态。

新时代语境下，中国电影不仅在产业链条、创作模式、理

论批评及观众群体等层面发生深刻变革，还在教育体制、学科

建设、对外传播、技术制作等领域积极创新，彰显出由电影大

国迈向电影强国的自信姿态。不过，随着电影产业的深度改

革，繁荣景观下的结构性危机、市场化矛盾及产业化短板问题

愈发明显，亟待中国电影的结构性调整和优化，迈向电影强国

的梦想任重而道远。如今，中国电影开始转向质量型、内涵式

的增长模式，显现出中国电影转型升级的战略定力和战术调

整，这既是文化自信的鲜明印证，也是电影强国梦的生动体

现，更是中国电影走向高质量可持续繁荣发展的重要驱动和

根本保障。

回首四十年回首四十年
放歌新时代放歌新时代

改革开放40年来，伴随体制、政策、资金、技术等多元力量的交织博弈，兼具意识形态和文化商品双重属性的电影，渐趋
显现出在艺术、文化、市场及产业等领域的多重面相。尤其是在全球化和互联网的纵深发展和强势驱动下，中国电影不仅迸
发出介入现实社会的强大影响力和辐射力，也激发出其作为创意产业的聚合效应，以跨界融合的新姿态成为拉动国民经济
增长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产业力量，在电影领域焕发出技术美学和工业美学的时代魅力。回望40年来中国电影的风雨路，
从上世纪80年代文化反思浪潮、90年代的市场化转型到新世纪以来的产业化改革，既有高峰也有低谷，既有辉煌也有曲折，
在螺旋式上升的轨迹中演绎出新时代的文化自信、美学自信和产业自信。回望40年来中国电影的成长史，两岸及港澳地区
的新老导演在精神转换和观念嬗变中风云际会，在代际更迭中传递民族精神和中国力量。无数中国电影人在筚路蓝缕中执
著探索，在体制、观念、创作、美学、市场、教育以及理论批评等层面，描摹出以“升级换代”和“结构调整”为主调的繁荣图景。

继《情满四合院》《正阳门下》等京味电视剧之

后，10月16日，由编剧王之理与导演刘家成再度

合作创作的，反映老北京城50年历史中市井生活

与商业发展的电视剧，“正阳门系列”三部曲之二，

《正阳门下小女人》在北京卫视、江苏卫视等平台

播出。该剧以京城一个小酒馆的变迁为叙事线索，

讲述了以徐慧真为代表的女性创业者从1955年

至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间，艰苦奋斗，发展民营企

业，带领身边人创业致富的故事。该剧自播出后，

在卫视与网络平台都收获了较好的收视成绩。近

日，由中国电视艺委会主办的该剧研讨会在京举

行，专家从题材、立意、视角、主题、艺术手法、创作

特色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主创团队分享了创

作体会。

与会专家认为，该剧以小人物承载历史、见

证历史，把小人物的故事讲大，通过讲述老北京

胡同里的社会百态与时代变迁，表现了京都文化在平民

身上的传承与发展，折射出了生活的复杂与小人物的命

运多舛，反映了新时代女性自尊自爱自强自立的大胸怀

与大格局，在思想性、艺术性和京味题材电视剧的审美开

掘上作出了新的探索。在题材方面，聚焦北京的四合院文

化与中国都市街道文化，从四合院、街道再到街区带出了

各色人物的命运与发展，既写出了京派文化中的和气、义

气、局气、豪气、霸气等特点，也表现了其中的某些对立

面。剧作在整体创作上，在京腔京韵京味的表现与多元变

化的新女性形象塑造上，都有了新的展现。中国广播电影

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李京盛认为，该剧在价值取

向上讲的是人性中的善良与人情中的暖意，写出了生活

底蕴，写出了最传统最本色的时代感。中国评协主席仲呈

祥肯定了该剧编导“深挖一口井”的创作态度，认为电视

剧创作只有高扬地方特色才能百花齐放，从而有效遏制

创作领域存在的同质化、雷同化倾向。

也有不少专家认为，作为一部时间跨度较长的年代剧，

本剧在年轻一辈的群像塑造以及一些情节设置上还有提升

的空间。同时指出，在历史叙事中解读和处理好敏感时期、

选择与把握好重要的历史节点，是写好年代剧的关键。如何

既写出人物的鲜明个性，还要对特定时代下的人物共性作

出更深刻、高超的艺术提炼与表达，包括如何用现代企业理

念管理家族民营企业发展，京味文化如何突破胡同叙事等

问题，创作者仍需深入生活，开拓视野，最终实现更高的艺

术表达与文化引领。

（路斐斐）

由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丰收了·游甘

肃”新闻发布会10月 31日在人民日报社举行。

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党

组书记、厅长，文化博览局局长陈卫中发布了“丰

收了·游甘肃”的活动内容和优惠措施，并为甘肃

籍演员黄轩颁发了甘肃旅游形象大使证书。黄轩

现场讲述了自己与家乡的故事，活动现场还发布

了黄轩代言甘肃旅游形象宣传片和宣传海报。发

布会后，由黄轩代言的甘肃旅游形象宣传和宣传

海报将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陕西等主要客源

市场城市卫视和广告平台，以及相关网络平台集

中投放，进一步提升甘肃旅游的知名度和美誉感，

让“交响丝路、如意甘肃”品牌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家喻户晓。这次担任甘肃旅游形象大使，黄轩随

团队到甘肃张掖、嘉峪关、敦煌等地实景拍摄，用

自己的亲身感受向大家讲述如意甘肃的美食美

景，充分展现了他助力家乡旅游发展的赤子情

怀。据陈卫中介绍，此次“丰收了·游甘肃”是为了响应首届“中国

农民丰收节”推出的甘肃冬春旅游系列惠民活动，期间诚邀广大农

民兄弟和海内外游客走进甘肃，感受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绚丽

多姿的自然风光。据悉，本次“丰收了·游甘肃”活动从今年10月

31日启动至2019年3月31日结束。 （任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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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研讨电视剧《正阳门下小女人》：

京味儿年代剧如何突破

《《霸王别姬霸王别姬》》

《《城南旧事城南旧事》》 《《离开雷锋的日子离开雷锋的日子》》

《《山河故人山河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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