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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钟惦棐电影评论发

展专项基金终于在钟惦棐先生的老家重庆江津

成立了。我跟钟惦棐先生接触的时间并不是很

长，但是一生都受钟惦棐先生的影响。1987年

初，钟惦棐先生在中日友好医院治病的时候，我

去看了先生两次，没想到先生在病中每次跟我

谈了三个小时。六个小时的谈话，涉及人生、历

史、电影的方方面面。这六个小时的谈话可以

说影响了我的人生选择和人生道路，让我孜孜

不倦、心无旁骛地成为了“职业电影人”，一辈子

也就干一件事：看电影、评电影、组织电影活动。

记得我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

资料馆）研究生部工作的时候，钟惦棐先生专门安

排我专程到上海去请王元化先生到北京。钟惦棐

先生反复强调学电影一定要懂点历史、文化、哲

学。我在《当代电影》杂志社做特约编辑的时候，

就按照钟惦棐先生的要求开了一个栏目叫“电影

之外”，发表了王一川、尹鸿先生的文章，把文学界

的两个人物引到电影界。不学历史，不学哲学，没

有文学的支撑和滋养，做电影肯定是走不远的。

将钟惦棐先生的电影批评、电影美学置身

于中国电影实践与历史的发展中，笔者总结了

六个面向。首先是面向电影实践，所有电影的

理论均来自电影实践，要反作用于电影实践，才

能够给电影实践提供更多的理论智慧。其次是

银幕，一定要多看电影，看大银幕电影。在钟惦

棐先生看来，多看电影是硬道理，一部电影要看

三次才可以说话发表意见。第三是面向观众，让

观众能够听得懂记得住。上个世纪80年代，群

众影评、大众影评事业发达，据说有上万个自发

性的群众影评组织。章柏青、张卫先生在钟惦棐

先生的鼓励下花大力气研究观众，写就了《电影

观众学》。第四是面向世界，要有鲁迅先生所说

的“拿来主义”。钟惦棐先生反对关起门来搞“罐

头电影”，那肯定没有出路，肯定会因为封闭而窒

息死亡。电影虽然是舶来品，还是要不断学习世

界上最先进的电影理论、最先进的电影经验，最

终当然要化为自己的理论、自己的经验，绝不可

以“食洋不化”。第五是面向未来。第六是面向

现代化。这六点，一个也不能少。

我举一个具体的实例：钟惦棐先生看第五

代电影导演的代表性作品《黄土地》，说看了三

遍没有看懂。笔者反复琢磨钟惦棐先生的话，

毫无疑问是话中有话，“言有尽而意无穷”。其

实，那哪里是没有看懂，他有他的判断和考虑：

一方面，他对第五代导演不重视故事、不重视人

物的做法有自己的保留意见；但在当时中国电

影处于迈向现代化的关键时刻，他又不能给第

五代导演的电影现代化探索和努力泼冷水。事

实上，这种深邃的理论思考蕴含着深刻的辩证

思维与辨证方法，仅此就可以让我们学习一辈

子，感悟一辈子。

我是钟惦棐先生电影理论评论的受益者，

而且是终身受益，并且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通

过阅读钟惦棐先生的理论评论文章终身受益。

每当我遇到理论上的困惑或者困境时，总是习

惯性地翻阅钟惦棐先生的文字，总能够峰回路

转豁然开朗。我的很多想法都是从钟惦棐那里

得到了启发，包括笔者率先在电影理论批评界

提出构建电影理论批评的中国学派、构建中国

电影学派，也包括“共同体美学”的思考及其理

论。我写的多篇研究钟惦棐先生电影美学、电

影评论的文章，如《钟惦棐电影十思》《钟惦棐与

中国电影学派》《共同体美学方法论溯源》等，谈

不上有多少深刻的见解和思想，却都是自己阅

读钟惦棐理论评论后的感受，甚至可以说是“无

一字无来处”。法国有巴赞，中国有钟惦棐，可

惜我们自己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正如钟惦棐先

生批评一段时间我们对本民族的电影传统缺乏

梳理和认识一样，我们对自己电影理论批评传

统及其资源也缺乏应有的梳理和认识，以至于

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处于理论上的“失语”状态。

走进新时代，我们在电影理论批评方面要改变

“失语”的状态，就要回到对自己本民族电影理

论批评传统与资源的有效开掘，同时推进现代

化转换、创新性发展。钟惦棐先生无论如何都

是绕不过去的一个标志性人物，需要我们不断

地去读解、体会、品味，或许有一天可以达到“顿

悟”。我们一定要像钟惦棐先生那样，真正面向

实践、面向观众、面向银幕、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面向现代化，不断丰富我们自己，才能够真

正有所建树。

现在的不少年轻人，也包括一些文艺界专

业人士、知名人士已经不太知道钟惦棐先生是

何许人也了。笔者也联想到多年以前就有人误

以为钟惦棐先生的《起搏书》是关于医药的书

籍，《陆沉集》是关于地震方面的书籍。斗转星

移，物是人非，有些人、有些事真的不应该很快

被遗忘，有的事情更需要后人努力去继承和发

扬光大，就像《红灯记》里唱的那样“前人的事业

后人要承担”。每次见到钟惦棐的夫人张子芳，

她都会说她有一件心事。我知道她的心事是什

么，一直都在暗暗地使劲和努力。过程无须多

说了，“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相信一切都是有因就有果，有果就有因，一切都

是最好的安排。

笔者一直跟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的同仁们商

讨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今天应该怎么做，应该怎

么发挥作用，以钟惦棐为代表的中国电影评论

事业在今天新的环境、新的时代、新的历史条件

下，如何向前推进，如何创造新的高度。成立钟

惦棐电影评论发展基金，就是想要借助这个平

台，凝聚电影理论批评界的力量，有效发挥电影

评论对于中国电影强国建设的理论智慧和智库

的建设性作用。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时间表和任

务图，在2035年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社会主义电影强国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

应当发挥排头兵和先锋的作用。距离建设电影

强国目标只有15年的时间，电影迫切需要补齐

各种各样的短板，推进电影强国建设的“新基

建”。在这个关键节点上，电影理论评论工作应

该而且必须为电影强国建设提供更多的理论智

慧、更多的理论支持。

现在虽然很难出“钟惦棐”，但可以出无数

的“小钟惦棐”，最终合力形成一个“大钟惦棐”，

为电影强国建设汇聚源源不断的理论智慧和力

量，同时尽可能建立起自身的学科体系、学术体

系和话语体系，努力创造电影理论批评的高峰，

努力创造中国电影理论批评新的黄金时代。我

们一直在努力，我们还需要更大的努力。

2020年度“中国电影国际传播”调研发布

由中国电视艺委会主办的纪录片《奇妙之城》研讨

会3月22日在京举行。该片是优酷从全新角度切入

的文化类纪录片，采用明星与素人相结合的方式、纪录

片与综艺相融合的手法，以纪录本色、回归本真、探索

奇妙为主要特点，片中6位明星嘉宾参与录制，各自前

往贵阳、重庆、厦门、西安、克拉玛依、青岛6座城市，深

耕城市人文风貌、展现各地风土人情，抚慰了异乡漂泊

观众的乡愁之心。会议由中国电视艺委会秘书长易凯

主持。

与会专家认为，该片是一部有态度的纪录片，有别

于城市纪录片对吃、喝、玩、乐等地点性打卡式的介绍，

它更多传递出主人公当下的心态与情绪，这种心态与

情绪具有导向作用，从而完成了片中主人公与观众的

情绪色彩共建。有专家谈到，基于当前媒体融合的视

听语境，该片反映出纪录片对轻流行、轻盈感的生活调

性的接纳与尝试。在传统城市纪录片中，封闭式叙事

要求观众紧跟其跌宕起伏的线索，该片在明星和素人

相结合的使用过程中，给予观众一些自由喘息的空

间。《奇妙之城》的奇妙之语，恰在于让生长在这座城市

的人、回到这座城市的人，用其生命体验与社会阅历与

之碰撞，去探索人的精神价值与观念。也有专家建议，

明星的使用是一种思路，也可进一步扩大关注对象，聚

焦一座城市杰出的科学家、伟大的英雄及其后代。

（许 莹）

致敬钟惦棐致敬钟惦棐

努力创造中国电影评论新的黄金时代努力创造中国电影评论新的黄金时代
□□饶曙光饶曙光

新时代社会的文艺既需要坚持崇高对
社会主流精神的巩固，也不能轻视对平凡
人生的深入反映。偏废一方，就是艺术精
神的失衡，也不符合实际。

前不久电影《拆弹专家2》和《送你一朵小红花》

上映后都出现较高的观影热，两部电影类型、内容完

全不同，但又有一个很强的对照点：两片的主要人物

都是身体处于绝症灾难，都面临生活态度的抉择，最

终，一个是平凡而努力地活下去，一个则经历惊心曲

折在超凡中英勇献身。一个平凡，一个崇高，却都带

来很大的共鸣或激励效果，其中反映的是电影乃至

文艺叙事在大与小、高与低、技与神等美学观念上的

选择，值得回味。

作为警匪片的《拆弹专家2》令人印象深刻的不

只是警匪搏战的悬疑奇技和大制作的视觉奇观，更

在于影片对人的塑造超凡有力。影片在警匪博弈的

特殊背景中刻画了一个特殊人才的发展，特别是对

于人与组织关系的探讨，塑造出一个身残神失却最

终回归崇高信念，成为坚不可摧的拆弹专家潘乘

风。潘乘风的形象塑造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

个发展过程，人物形象总体体现为“大”，但一开始就

面临身残、辞职甚至歧途，人物被抛入惊涛骇浪的谷

底。先抑后扬是情节的基本走向，其中的关键因素

是潘乘风的前女友庞玲警官与警队组织。他们为失忆的潘

乘风设计了一套为警方卧底的新“记忆”，以唤起他曾有的崇

高精神，既为破案，更为挽救失忆走入迷途的英雄。情节设

计融入心理科学和科幻想象，但不觉违和，因为庞玲真诚的

情感支持成为潘乘风真假难辨时最具人性的信誉，一句“你

信我，你就是警察”，以真情力量激活了潘乘风的固有精神，

也情境化地体现出，体制内容的执行，不仅需要严格的制度

和秩序，还需要情感和想象。因此影片也是通过惊险的反恐

故事有深度地写出了体制内人才发展问题、体制组织与人才

使用应有的积极关系。或者说，一个关于制度秩序与人才使

用关系的思考是在引人入胜的警匪故事框架中在谈笑唏嘘

间完成的。因而，《拆弹专家 2》不仅是出色的类型片，其表

达的价值观和艺术表现力也为主流电影提高创作水平提供

了很好的启示。

这些启示包括：英雄崇高可以在失败挫折中表现，但结

局应是崇高信念完胜。潘乘风充满对拆弹工作的热爱、专业

和献身精神，使其精神价值很大、很高，但他身上又有很小、

很低的一面，他的偏执导致他将身残转岗当作“用完即弃”的

解读，愤而辞职落入底层，甚至落入恐怖组织，重伤失忆。这

种对英雄挫折失误描写的尺度之大是同类电影少有的，而他

的警察责任和英雄精神被重新唤醒，又有力表现了他个人灾

难虽大，终于无悔职业选择的坚强信念。正是这种灾难和信

念的强烈对照，并且终以信念取胜，使潘乘风这一人物形象

获得极大的同情。敢于并善于寓对立于统一，在相反中求相

成，《拆弹专家2》这种塑造英雄形象的想象力和表现力从根

本上反映出对生活的艰巨性、复杂性和理想性的认识，值得

内地主流电影学习。同时，影片不乏有深度的社会思考：如

片中对心理愤怒导致犯罪的分析；潘乘风对用人制度的质

疑，以残缺之躯在苦练与偏执中对贡献的渴望；潘乘风与庞

玲久别之后关于回归“任务”的对话，失忆的潘乘风坦言“不

知这一切是真是假”，双关地反映出对现实的将信将疑；警队

战友为事业而凝结的无畏精神、生死情谊，对一个“挫折英

雄”的拯救、使用，都使得情节性的影片“真体内充”，

精神饱满，也让我们看到，内地同类影片在人文性上

还需加强。再有，作为类型片，影片信息密度极大，

时空节奏转换多变，没有闲笔，无一处无意义，又有

思考、谈心、趣味，疾徐有致，吸引观众沉浸其中。

与《拆弹专家2》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送你一朵

小红花》的人物塑造表现为彻底的平凡，描写一群平

凡的人、平凡的生命与平凡的生活追求，而且人物精

神也是很平凡的。这与潘乘风失去一条腿还能在健

身房里“撸铁”、同恐怖分子英勇搏斗的火热激情完

全不同，也和一些描写病患励志的电影不同。《美丽

心灵》中的纳什是数学家，《逆光飞翔》中的黄裕翔是

盲人钢琴家，他们都在坚持专业才能中与疾病或残

疾拼搏，最终战胜病患并收获幸福，充满励志精神。

而《送你一朵小红花》没有这些，患病的男女主人公

是最普通的青年，没有专业依靠，也说不上励志的追

求。苇一航有一点青春的独立意识，不满父母“安

排”的生活方式，想念幻觉中远方的湖，而这些还构

不成一个癌症病人的精神支撑。马小远充满鼓劲的

生活态度，更多时候在用胃口表示无畏，直播“胡饮”

来表现身心顽强，鼓励苇一航不要活得太“丧”，她用

青春与同病相怜的爱帮助苇一航重起对生活的追

求。病友群里更多是经济贫穷的平民，他们的相互

帮助就是聚在一起的人气与交流。但是，正是这些

极为寻常的人物和生活打动了众多观众。这是一个

值得研究的文艺现象，反映了相当多大众对平凡生

活与平凡之美的认可和靠拢，他们在平凡中看到了

自己，感受到平凡的亲切。中国文学自古就有屈原、

司马迁代表的慷慨悲歌、壮怀激烈、家国情怀，也有

“关关雎鸠”“采采芣苢”代表的人情物理、平凡静好，

二者源远流长，都成了经典流传，培育了崇高和朴素

不同的美学样态，并且相互影响、融合，构成健康全

面的艺术形态，共同哺育了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成

长。在和平建设年代，平凡之美更有普遍性意义，它

折射出社会的稳定、祥和、发展，与社会主旋律相呼

应。因此，新时代社会的文艺既需要坚持崇高对社

会主流精神的巩固，也不能轻视对平凡人生的深入反映。偏

废一方，就是艺术精神的失衡，也不符合实际。在这个意义

上再看《送你一朵小红花》，似乎还少了一点精神力量，更多

是安慰，还有一些对现实悲痛的揭示，因为人物基本缺乏科

学文化力量，有积极的态度，而缺少积极的方式。胡喝的直

播，无助的呼喊，无意义的“轻松”，如吴小昧冲进苇一航家厕

所的场面，没有任何情节意义，只是为特定演员安排的搞笑

噱头，多少都反映了文化的后现代影响，呈现单纯“低”、“平”

的生活表现。对比同类题材的《生死恋》《美丽心灵》《逆光飞

翔》，都是“低”或“平”中有“高”，在充实的生活方式中体现出

积极精神，形成有力的励志性。因此，在肯定《送你一朵小红

花》的同时，也感到在它平凡寻常的生活流中，如果有一个生

活主干、方向性的支撑，可能更有助于人物精神世界的表现。

两部电影不同程度地成功表现了精神叙事上的不同路

径，即崇高与平凡，其中崇高又有一定的平凡融合。这为物

质富裕时代的文艺精神叙事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示，崇高不

仅体现在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中，也存在于平凡积极的生活

实践中；不能为崇高而忽略平凡根基，也不应流连在物质世

界而失去精神追求。

艺 谭

3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举

行了2020年度“中国电影国际传播调研”线上发布会，公布

了《中国文化认知对观看中国电影期望与行为的影响研

究——2020年度中国电影东南亚地区传播调研报告》的研

究成果。“中国电影国际传播”调研项目负责人、北京师范大

学资深教授、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黄会林发布了

调研报告；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丁

亚平，电影理论家、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对报告进

行点评。

黄会林院长介绍，“中国电影国际传播”调查研究，是以

外国观众为调研对象、以中国电影国际传播为核心指向的

数据调研项目。该项目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

研究院主持并实施，自2011年启动至今，已连续开展10

届，为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大量分析数据

和研究依据，在国内外电影学界和业界引发了持续而广泛

的关注。

第10届“中国电影国际传播”调研工作，选取东南亚受

众作为调研对象，考察了受访者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情况、对

中国电影内容的理解情况、对中国电影的观影期望及观看

数量，引入态度与行为理论，探讨外国观众的中国文化认知

如何通过电影文本影响其观影期望及行为。调研共回收有

效问卷1783份，包括东南亚9个国家，其中越南271份、老

挝18份、柬埔寨99份、泰国269份、缅甸46份、马来西亚

270份、新加坡212份、印度尼西亚315份、菲律宾283份。

男性占比50.3%，女性占比49.7%。样本中华裔有833人，

非华裔有950人。

本次调研亮点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在东南亚受访者对中国电影内容的理解程度方

面，东南亚受访者对中国电影价值观念的理解程度较高。以

往的一些调研指出字幕翻译是外国观众观看中国电影的最

大障碍，但从数据来看，东南亚受访者对字幕翻译的接受情

况较好，但对中国电影中笑点彩蛋的理解情况不佳。

第二，东南亚受访者对中国电影内容的理解程度对观

影期望的中介效应明显。当东南亚观众对中国电影内容的

理解程度较高时，他们会对中国电影产生易于理解的感受，

这一感受会成为受众经验的一部分，从而影响其对中国电

影的观影期望。

第三，东南亚受访者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对其观影期望

的影响显著。东南亚开展的集体中国文化活动对中国电影

的传播具有突出贡献。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积极开展电影合

作，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合作活动，这些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

为东南亚人提供了更多认知中国文化的机会，培养了他们

对中国电影的兴趣。

第四，在中国文化认知对受访者理解中国电影内容的

影响方面，数据显示东南亚受众对中国方言的了解能够影

响其对中国电影内容的理解程度，但对其观影期望影响不

大。在跨文化传播中，受众的汉语水平往往不高，方言并不

能引起他们的注意，而在翻译过程中也容易造成语境和背

景信息的缺失。

第五，不同族裔对中国电影内容理解程度的中介效应

有所区别，非华裔观众对中国电影内容的理解程度与华裔

观众相比，对中国电影的期待程度及观看行为的影响更大。

但由于电影文化的复杂性以及华裔观众生活环境的变化，

在跨文化电影研究中并不建议将二者割裂开来。

基于调研数据，黄会林提出，中国文化对东南亚观众形

成的“文化折扣”相对较低，因此在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

发展进程中，东南亚地区必将成为最有力的市场之一；东南

亚受众的观影期望与观影行为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应重

视对东南亚受众观影期望的培养；东南亚地区作为较早进

行中国文化传播的地区，具备较丰富的中国文化认知资源，

这一先天环境对中国电影的传播具有明显利好。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点评指出，东南亚地区

应当成为中国电影对外传播研究的重点区域之一。东南亚

文化与中国文化渊源深厚，一直以来南洋电影市场都是中

国海外电影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今年的调研重点放在东

南亚地区是有价值的。以往的中国电影对外传播研究更多

针对的是欧美市场，这次调研具有突破性。现在经常提到亚

洲电影共同体，这就要求我们有更多更有效的互动，而有效

的互动需要研究的支撑。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

所长丁亚平谈到，本次调研回归到了对电影本体的研究上，

将电影内容的接受情况作为重要考察指标，为以后的跨文

化电影传播实践提出了建议，对个别旧观点进行了修正。调

研还将心理学理论与跨文化传播实践结合在一起，为中国

电影跨文化传播拓展了新的研究思路。据悉，本年度数据调

研报告已经发表在《现代传播》2021年第一期。

（许 莹）

纪录片《奇妙之城》
研讨会在京举行

由中国电影家协会民族电影工作委员会主办的

首部毛南族题材院线电影《幸福的花竹帽》剧本研讨

会3月18日在深圳举行。该片讲述了毛南族新一代

回乡人才代表谭毛南依托民族文化谋求产业创新，

为家乡找到一条新时代乡村振兴康庄之路，带领族

人脱贫致富的感人故事。

与会专家认为，传统的竹子变成了自行车，剧本

用这样一个创新概念来展示乡村振兴，故事颇具新

意。剧本中毛南族大学生走得出去、走得回来，反映

出当下社会大城市和乡村的真实现状。家乡对于年

轻人来说是热土，也是沃土。在家乡找到更大的发展

空间，这个问题不仅具有当下性，也具有前瞻性，优

秀年轻人要把乡村振兴当作自己的主战场。也有专

家建议，将主线逻辑的重要载体竹梁自行车的推动

作用做更深层的挖掘，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线应更清

晰，进一步明确和深化关键性戏份。

该电影剧本为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2018年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采风项目成果

之一，由编剧历经4年跟踪采风创作而成。在此期

间，环江县于2020年5月退出贫困县序列，毛南族

实现整族脱贫。习近平总书记对毛南族实现整族脱

贫作出重要指示表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

都不能少。近年来，多个少数民族先后实现整族脱

贫，这是脱贫攻坚工作取得的重要成果。希望乡亲们

把脱贫作为奔向更加美好新生活的新起点，再接再

厉，继续奋斗，让日子越过越红火。据悉，《幸福的花

竹帽》计划于今年4月底在广西环江开拍。

（影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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