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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不成天鹅的丑小鸭也有尊严
尹   鸿 

· 人文日新

2015 年是中国电影的崛起之年，在票房、创作上都可圈可点。年终岁尾，清华大

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与解放军艺术学院军事文化传播系军旅影视制作教研

室主任詹庆生两位老师相约而谈，对 2015 年的国产电影分门别类地进行了梳理、分析，

指出了国产电影的喜与忧。

幻想类电影

未来十年的中国“重武器”

尹鸿：2015 年有一部现象级的电影是《捉妖

记》，它代表着幻想类作品在创作与市场双丰收，

幻想类作品将成为未来 10 年中国电影最重要的类

型之一。2015 年上映的《捉妖记》、《寻龙诀》、

《九层妖塔》至少可以证明一点，新一代观众对

假定类型、幻想类型已经具有接受能力。

以前，中国人长期受写实传统的影响，不太

能接受假定性强的电影，让电影人忧虑的也是中国

缺乏工业奇观电影，虽然有“小米加步枪”但缺乏

“重武器”，而幻想类电影就是中国未来电影的“重

武器”，也为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上找到了新出路。

过去，我们在国际市场只有武打片，现在武打片已

经疲软，而幻想类作品其实能够植入中国的世界观、

捉妖记 寻龙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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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观以及各种文化元素，创作空间非常大。

如今，玩互联网的那一代人长大了，“网生代”

在接受假定性、幻想性强的作品方面一点儿没有

难度。难的是我们这些老评论家，上了点年纪的

人会觉得这些电影乱七八糟的，男人怀孕不就是

瞎胡闹吗？不过，无论如何，这都是非常可喜的

现象，幻想类作品是可以帮助国产片抗衡好莱坞

的工业奇观电影的。

詹庆生：《捉妖记》、《九层妖塔》、《寻龙诀》

这几部作品确实在整体的制作水平上都有很大的

提升，虽然还做不到好莱坞的水平，但也在不断

接近，不过总体而言，剧作水平和形象设定等方

面都还是偏弱的。

尹鸿：幻想类作品对于整体的工业流程要求

比较高，哪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影响整体的创作水

平。只有一个大 IP 给你提供很好的情感众筹是不

够的，还要看你能不能将这个 IP 做成好电影。

幻想类电影对中国影人来说面临着两个问

题：一方面，中老艺术家受传统创作观念影响很

重，与幻想类作品很难发生化学反应。你看《九

层妖塔》，前半段像个灾难片，后半段像个西部片，

中间还有一段像恐怖片，难以找到统一性，导演

努力地去靠近这个题材，但却四不像了。为什么

呢？还是骨子里对创作理念的认知度低，对自己

和观众都没有信心，所以才会拼凑东西。

另一方面，年轻一代的导演虽然有更强的接

受度，但又普遍缺乏工业化水平和能力，他们会很

怵这种类型，因为那么复杂的工艺是难以掌握的。

所以，幻想类电影现在和未来几年还是在一

个过渡期，《捉妖记》的成功就在于它完成了一个

幻想与现实题材的融合，对世界观的假定并不大胆，

世界的架构并不悬，在人妖之间做戏，而妖又以萌

物的形态存在，所以这是过渡期的合适选择。

小康电影

变不成白天鹅的丑小鸭一样有尊严

詹庆生：纵观 2015 年的电影，在创作的类

型意识和制作水平上都有很大的进步，另一个特

点是电影工业越来越接近于大众文化，它离过去

那种精英化的文化理念似乎已经越来越远了。

尹鸿：对，这也是 2015 年中国电影的重要

特点，从文化上来总结，我称之为“小康电影”。

它反映了中国奔向小康社会的时代符号，《捉妖

记》、《煎饼侠》、《夏洛特烦恼》都属此范畴。

如果说美国人拍超级英雄电影来满足国民的英雄

梦想的话，中国却是在拍草根励志，但不是草根

逆袭。这类电影的主人公出身卑微，受尽挫折，

寻找自我，最终重新认识自我。

从票房看，美国的超级英雄片在中国的市场

集中在大城市，票房在 4、5 亿元，而这种草根

励志片的票房动辄 10 亿元，覆盖面远超英雄电影。

为什么说它具有“小康”的特点呢？因为它更能

满足底层民众对于找寻情感、追求幸福以及获得

社会位置的想象。这类电影虽然展现了丑小鸭为

变成白天鹅所做的努力，但与上世纪 30、40 年

代的好莱坞作品不同，好莱坞作品中丑小鸭最终

一定会成为白天鹅，而“小康电影”中，丑小鸭

最终证明的却是自己并不丑，社会没有提供它变

成白天鹅的条件，他们还是丑小鸭，但他们仍是

煎饼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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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尊严的。传统的好莱坞电影中，穷小子总会娶

到漂亮姑娘，好姑娘总会嫁给富家公子，而这类

影片却并不提供这种梦想，它解决中国底层青年

对自我身份和社会的认同。

从价值观上讲，2015 年也比 2014 年更进一

步，同为草根，2014 年是在一种放肆的环境中证

明自己的存在和价值，像《心花路放》通过泡妞

来证明存在，《分手大师》靠欺骗来证明存在，

而 2015 年就显得更正能量，草根们是通过善良、

劳动、执着、坚韧来证明自己不丑、不笨。尽管

有比较粗鄙的东西，但价值观是正面的，它在提

供某种共享主流价值的引导。

这类影片的出现也与新生代电影人的背景息

息相关，新生代导演中很多就是草根，他们的作

品不只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也是在反观自己的成

长。像《煎饼侠》中就有大鹏自己的生活成长体验，

这也是为什么“小康电影”能与小镇青年那么亲

和的原因。这种电影不是贵族的、精英的，而是

普罗大众的生活方式和态度。

艺术片

“什么都想要”是病

詹庆生：您对 2015 年的艺术电影整体上有

什么感受？

尹鸿：应该说不错。艺术电影在探讨人性的

深度、社会的深度以及历史的真实感、美学的作

者化方面都有突破，如果人性深度以《烈日灼心》

为代表，那么社会深度可以用《山河故人》为代表，

它反映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的迁移过程中，人跟故

土之间的精神和情感关系，而且表现形式上也有

很多突破，对生活把握的准确度和呈现的准确度，

都比过去有很大提升；在历史维度上，可以用《狼

图腾》、《老炮儿》为代表，多少能在个人化的

故事中看到历史的背景；而美学维度的代表就是

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用东方美学的静来表

达刺客故事的动。

甚至，类型片题材也都在往艺术片上走，《解

救吾先生》、《师父》，都有艺术片化的趋势。

它一方面体现了市场的多样性，部分观众能接受

这样的电影了。另一方面说明，不要用纯粹商业

聂隐娘

老炮儿

· 人文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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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电影来判断整体的中国电影。有的人批评中

国电影，往往是用一些票房高的电影来替代整体

的中国电影，实际上有很多差异性电影，而且这

些电影创作上都有一定的成就。

当然，艺术电影的创作确实还面临着很多

困难。无论是社会深度、人性深度，还是历史深

度。这三大深度的挖掘还是面临一些有形无形的

障碍，特别有震撼力的作品仍难以出现，其实我

们有震撼力的题材有很多，但是在创作上还是只

能选择相对安全、软性一点的地方去创作，不敢

去碰触这三者中最有硬度的地方，其实把这个硬

度一打开，它就有了深度。

当年贾樟柯的《天注定》可能想去碰，虽然

不见得这个作品有多好，但它实际上是想去碰有

深度的地方，但是很难被认可。在题材选择上，

总是要去躲开最硬的核，所以艺术片很难有特别

大的突破。

如果要说中国的艺术电影在创作上有什么问

题，可能就是想要的东西太多，不够单纯。商业

的、艺术的、国际的、国内的、领导的、电影节的、

观众的⋯⋯什么都想要，反而造成中国艺术电影

不够单纯、极致。《白日焰火》的这个毛病就非

常明显，其实它的商业性不该是来自于拼一些要

素，极致达到的深度本身就会有商业性，而不是

要去外加那些商业性。但有时候

创作者出于各种考虑，几种东西

老在里面搅合，所以那些特别极

致的艺术电影就欠奉。国外这些

年各种艺术电影，很多特别单纯，

一个事把它做到极致便是好。

詹庆生：您刚才概括得很准

确，当我们考察艺术电影，衡量

它的几个点，无非就是人性的、

历史的、社会的角度。2015 年的

艺术片都能够放到这三个点去说，

比如《山河故人》是社会的点，《烈

日灼心》就具有人性的点，而《闯

入者》则是历史的点。但是，我

发现我们重新回顾历史的片子越

来越少了，再往前推的话，包括《归来》都可以

放到这个里面去。当然在这三点之外，我觉得还

可以再有一点，就是美学的，比如说《心迷宫》

这种玩叙事的，在电影美学上有所突破，像《刺

客聂隐娘》或者《狼图腾》这些，我觉得它们在

电影美学上也是有所突破的，尤其是《刺客聂隐

娘》，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古典美学，它跟西方的

商业美学、类型美学完全不一样。

尹鸿：是，像《狼图腾》是探讨人与环境的

关系，在美学上没有特别大的突破，但《刺客聂

隐娘》确实是美学突破，典型的中国风格，以静

中求动，以不动来写人的内心的情绪和情感，包

括画面的平衡，那种稳定状态，都是很典型的中

国美学。《刺客聂隐娘》虽然内容上没有多大的

突破，但在表现形态上确实给人一种新的观看电

影的状态。

喜剧片

“东北 F4”只有中国人懂

詹庆生：2015 年的国产喜剧异常火爆，《捉

妖记》、《港囧》、《夏洛特烦恼》，《煎饼侠》

都创造了票房奇迹。虽然在好莱坞和国际电影市

场，喜剧也时常成为黑马，但像中国电影这样集

港囧夏洛特烦恼

人文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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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出现喜剧黑马的情况却是非常罕见的。

尹鸿：这几部成功喜剧的共同点在于底层化，

都是草根成长励志的故事。在喜剧的挫折中，主

人公获得释放、解脱、自我认同。相比之下，《港

囧》的效果不如预期，除了创作上存在的问题外，

恰恰是因为它加入了很多明显的中产阶级趣味，

所以大众反而选择了《夏洛特烦恼》。因为在中

国观影的主力群体不是中产阶级而是草根阶层，

草根认同就显得十分重要。而在美国获得成功的

喜剧都是中产阶级喜剧，因为它的观影主力群体

就是中产阶级。

喜剧在未来一段时间都会成为国产片的主力

之一。对现阶段的观众而言，喜剧的门槛最低，

同时释放性最强。像一些幻想类的电影，工业化

程度很高，严格来说需要具备一定观影经验和文

化知识积累，也更符合中产阶级趣味，目前观众

的成熟度还不够。

詹庆生：还有一点，虽然好莱坞可以横扫全

世界，但喜剧永远是本土文化对抗好莱坞的重要

类型，喜剧在票房上的大爆发或许也与此相关，

即使好莱坞全面进军中国市场，它也永远不会明

白中国观众喜欢“东北 F4”的原因。

尹鸿：对，本土喜剧元素不是好莱坞可以判

断的，这在全世界都一样。

动作片

审美疲劳后趋于艺术片化

詹庆生：跟喜剧片一样，动作片也是我们抗

衡好莱坞的拳头产品。然而 2015 年的动作片并没

有太多现象级作品，成龙的《天下雄狮》也没有

成为话题之作，说到有特色的作品，《杀破狼 2》

算一个，《师父》也有很多突破。

尹鸿：曾经横扫市场的动作片在最近 3、4

年确实遇冷，除了徐克、成龙偶尔会有高票房的

作品外，其它作品都不太理想。审美疲劳导致动

作片难有突破，动作片与现在的主力观众群之间

又找不到认同，完全架空的类型假设（一般为历

史古装故事）会让观众质疑观影的必要性。

《绣春刀》各方面都不错，但票房并不理想，

也是这个原因。以前我们看商业动作片，主要

是靠武打动作、情节紧张来获得满足感，但如

今动作已经被消费得差不多了，不再是与制作

水平、创作水平相关的问题，而在于影片有没

有契合点。

詹庆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师父》也有类

似情况。如果仅从市场角度来看，《师父》是个

相对精英化的片子，草根文化的接近性还是差了

一点，但是要说突破，我觉得它在动作片或武侠

片的突破性上是非常突出的。以前的金马奖最佳

动作设计基本上全是香港的，这次它拿了这个奖，

而且它确立了“考据派”的新写实武侠电影风格。

一招一式，每种武器，都有根有据。

尹鸿：是啊，不过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传统

类型片似乎都在艺术片化，跟犯罪片一样。或许

是因为它的商业类型没有空间了，所以反而在艺

术片化，像《一代宗师》也是这样。

动画片

从模仿美日到找到自己

詹庆生：2015 年，《大圣归来》和《捉妖记》

作为两杆标杆，标志着中国动画未来会有一个加

速的发展空间。本土动画的时代到来了吗？

尹鸿：动画电影时代的到来也是有几方面的

原因。首先，中国动画经过了将近 10 年的发展，具

备了一定的创作和制作基础，10 年大浪淘沙后存留

下来的企业和储备的人才是动画电影发展的根基。

其次，动画电影的观众准备好了。怎么说呢？

我们小时候是没有动画片看的，而 90 后是看着

动画片长大的，他们逐渐成年，对动画的接受已

经不再只将其看成是给小孩子的低幼产物，而是

成为一代人不可或缺的文化了，全年龄段动画的

条件已经逐渐成熟。

第三，我认为动画电影与大的文化环境找到

了融合方式。《大圣归来》把过去大闹天宫的英

雄草根化、无能化、去势化了。他不再是拿金箍

棒打得全世界都不得安生的英雄，他变得很可怜，

· 人文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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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孤独，很无能，这是一个特别大的改变。从造

型到定位，从人物性格到故事展开，还加进小孩

视角，全都是一种去势化的表达，而且他有一个

自我转变、自我成长。这几部作品都是这样，这

一年特别明显，大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种草根

励志的模式进行创作。

另外，中国动画终于走出了单纯模仿好莱坞

或日本的模式。2015 年成功的国产片都是把好莱

坞的创作规律跟中国的土壤相结合的，中国的土

壤盖住了那些好莱坞的脉络。之前，中国动画要

想做全年龄段动画时，不是学美国就是学日本。

有的作品一边批判《功夫熊猫》，一边模仿《功

夫熊猫》。但是现在应该说有改变，从单纯的模

仿，变为找到了中国自己的动画表达方式和内在

规律。

《大圣归来》有《功夫熊猫》的那种成长线，

叙事的基本动力也相似，包括它的场景调度、节

奏控制，都学了好莱坞，但它学到内在了，不再

是去模仿造型、模仿场景设计。当然中国大部分

国产动画片仍然没有摆脱过去那条路，而《大圣

归来》则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范例，让大家知道怎

么去闯中国动画这条路。《大圣归来》为什么会

成功，现在更多人还是偏于技术上的总结，其实，

还有很多文化上的特质要去把握住，你才知道它

为什么会被那么多人认可。

詹庆生：其实这部影片的问题也挺明显的，

故事还是比较薄弱，大圣的形象我自己也不是特

别喜欢。

尹鸿：主要还是成长过程太简单，过多地依

赖动作场面。这也是导演不够自信的缘故。创作

者担心文戏、人物戏多了以后，观众不接受。但

动作太多反而会削弱人物的丰富性，也造成动作

审美的疲劳。

犯罪片

从消费犯罪到关心罪人

詹庆生：2015 年犯罪片的突破是很明显的，

以前这个题材受到很大限制，现在有所突破而且

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比如《解救吾先生》虽然是

从传统公安视角来看一起犯罪，但表现形式颇为

不同；《烈日灼心》则是从罪犯的视角，深入剖

析了犯罪心理；《心迷宫》的叙事也很有特点，

而且是采用了一个相对中性的视角。

尹鸿：这些犯罪片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算是

类型电影，只是犯罪题材电影，这几部犯罪片都

被创作成了艺术片，与过去犯罪片基本是港片的

类型模式不同。《烈日灼心》以双重的视角，警

察视角、罪犯视角交替进行，以犯罪为背景写人，

这是艺术片的本质。艺术片更关注的是个体、人性、

心理以及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因为犯罪题材写

人性是具有一定难度的，特别是在中国的语境中。

这几部电影，包括《十二公民》的可贵就在

于通过一个法治案件或者一个犯罪相关事件，来

表达对社会、对个体的关注，同时也表达了对法

制的认知，对社会共同体的认知，探讨了如何在

法制框架下达成人与人之间的理性协商问题，这

些都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大圣归来

人文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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