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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期待“中国味道”

中国电影去年获得了超过600亿人

民币的票房成绩，已经是世界的第二大

电影市场，可圈可点，可喜可贺！

然而冷静下来，从创作角度思考却

总感觉中国电影还缺少点儿什么！依

我之见，相比以往当下的中国电影还是

缺少了点儿“中国味道”！可能有人会

反驳，从人物到场景那一样不是中国

的，怎么会缺中国味道呢？

而笔者指的中国味道是作品里缺

少中国传统文化的意涵、缺少中国式的

哲学思辨、缺少中国式的东方美学对作

品的观照和引领。

许多影片中人物虽然都长着中国

人面孔，却讲着西方式的故事，虽然穿

着中式古装，却演绎着变了味的西方人

生活。这就是当下多数中国电影的众

生相，把现实悬浮、把历史架空，很少触

及生活本质，更少触及人类灵魂。人人

练得一副好轻功，在表象生活的水面上

翩翩起舞、浮光掠影，醉心于艺术白日

梦里的夜夜笙歌。这样缺深度、缺高

度、缺力度的作品虽然得到了高票房，

无疑拉低了作品的艺术品位和观众的

审美趣味，这类作品又怎么可能在世界

电影的舞台留下姓甚名谁呢！

虽然有些电影票房口碑都不错的，

主题弘扬了英雄主义、中国精神，但是

电影结构性语言语境却不是中国式的，

是美国好莱坞式的，其中一些还夹杂着

非电影化的视听呈现。孤陋寡闻的创

作者还以为自己引领了艺术新潮流，带

来了空前绝后的创新，这类高票房的电

影在国际A类电影节上默默无闻，毫无

斩获。殊不知世界电影各流派的大师

们早已做过多种艺术创新、技术革新，

这样的创作者不过是在借鉴大师们的

成功之作、亦步亦趋的模仿者，离形成

独特的艺术风格尚有很大距离。

或许有人说电影是视听艺术的世

界语，谁都的可以使用！这就好像音乐

的 7 个音符，也是音乐界世界语，却被

每一个民族吹成了不同的曲调旋律，绝

不会混淆更不会同质化。没有民族化

的艺术也不能成为世界性的艺术是一

条朴素的创作真理。

诚然，中国的高票房已经引起了好

莱坞大片的兴趣，纷纷添加中国元素，

一个明星、几个场景吸引中国观众、降

低进口门槛，但是它的故事主体、电影

风格丝毫未变，依然是纯粹的美国味

道，中国的电业同业者们难道不从品出

点什么味道吗？美国味道没有改变、中

国味道却在流失。

曾几何时，中国不同年代的电影在

世界获得褒奖《祝福》、《良家妇女》、《黄

土地》、《红高粱》、《霸王别姬》等等，不

胜枚举。为什么近年少了呢？

好莱坞是一直被多国模仿，但从未

被超越，反观近年来的中国电影一直在

模仿，其实难超越，中国电影艺术在高

仿中变得暗淡无光。我说的电影艺术

与票房无关、与演员表演呈现无关却与

电影的编剧、导演、摄影个性的审美视

角、审美趣味、超凡的艺术观念、独特的

艺术手法有关。

的确。我们在题材的开掘广度、深

度受到了时代的影响和左右，但是其他

国家没有受到影响吗？伊朗、印度等国

家还要受宗教的限制，但是好作品就是

在石缝中生长开花的，前苏联的社会体

制下依然出了许多大师级别的作品。

虽然我们没有采取美国电影的分级制，

目前的文艺政策还是给了创作者极大

创作空间的。

以往中国符号明确的得奖作品题

材广泛，形式风格多样，证明在主流价

值观范畴内的艺术创新是大有可为的。

最新的文艺政策导向指出，现实题

材创作敢于表现矛盾、表现冲突，敢于

直击社会痛点。当然批判很重要，重建

信念、重塑形象也同样重要，讴歌时代、

弘扬真善美也是必要的。美国电影中

的英雄主义和爱国情怀又是那个国家

可以比肩的？

《流浪地球》、《飞驰人生》是春节档

票房口碑都很好的电影，笔者认同对这

两部作品主题立意的正面评价。但是

艺术不应该向强加给它的任何符号妥

协，艺术有自己的属性，它是人类精神

赖以依靠的心灵尤物，是精神寄托、是

美的化身，是沁人心脾的人性天窗，像

春天里的小溪流水，自由奔腾寻找着的

方向。

一切非艺术、伪艺术的电影工艺品

就像古董行里的赝品一样伴随真品一

起生长。什么是伪艺术，直奔主题、宣

教功能、主题概念、立意功利，却用艺术

手段进行包装美化，最可怕的是他们居

然打上了中国符号作品的印记。这也

是中国味道吗？有人说是，因为所有的

元素都很中国化。有人在舞台上吹起

了像农村被面一样的画风，只能说这是

媚俗另一种表现。

中国味道不都是民俗味道，它还有

独特的人文精神、独特的艺术韵味、寄

情山水，陶冶情操。

日本在电影中是如何保持日本味

道的？黑泽明《蛛网宫堡》、小津安二郎

《早春》，北野武《菊次郎之夏》、《座头

市》，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到今天低

成本、高票房的《摄影机不要停》都带着

鲜明的日本味道。

笔者试着解读日本电影的共性特

点，是日本的人文地理环境形成的。日

本是个疆域有限，人口偏多、资源匮乏

的国家，任何事不强调自我独立性、强

调自我色彩，就会被文化入侵者同化，

很快就会被文化大国吞噬，何况电影又

是来自西方文化的工业产物。

日本的电影艺术家在电影的日本

味道上可谓是不遗余力、全方位的体

现，好似有集体共识，追随好莱坞的日

本电影在日本是没有市场的。诚然，一

切把电影艺术归置成一种民族风格的

做法都是对电影艺术的谋杀。然而，没

有鲜明民族印记的电影难道不是一种

艺术上的自杀吗？

理解分析日本味道能够给我们带

来什么样的启示呢？中国的历史文化

更为深厚久远，民族艺术种类众多，疆

域辽阔，题材广泛。更容易打上民族和

文化的烙印，更容易涂上自己的色彩与

彰显独特的艺术个性。

新中国电影，虽然受某些时代的局

限，却促使我们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风格

之路，具有独特的中国味道，中国电影

在国外的识别率很高，历年以来获奖无

数。如《钢铁战士》、《梁山伯与祝英

台》、《鹬蚌相争》、《大闹天宫》、《本命

年》等影片获得了多个国际电影节大

奖，题材广泛，风格多样，既反映中国社

会的现实又展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又提升了我国在世界电影界的地位。

但是近年来，我们电影的生产数量

提高了，获奖的影片却少了，究其原因

还是有艺术质量的作品少了。

虚无的、虚假的、博取一笑的，只注

重感官刺激、形式大于内容的作品多

了，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情冷暖，触及

心灵深处的作品少了。

重要的是中国电影缺少中国味道，

就无法走向世界电影舞台中央。如何

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借鉴的印度电影、

伊朗电影，他们都是从自己的国情中提

炼故事。

《摔跤吧！爸爸》实在男尊女卑的

社会环境中完成的故事，十足的印度味

道，有生活原型做基础，艺术的真实自

然流露迸发，将观众带入剧情体验，带

入异国的风情、陌生的人物和环境，然

而普世的价值观，共同的体育精神引你

共鸣，好似常吃的土豆、胡萝卜里面多

了些咖喱的味道。

伊朗电影《小鞋子》故事之简单，细

节之真实、心理之准确只有在特定国度

的生活条件下才能产生，故事人物才能

成立，才可能成为经典。这样有味道的

电影自然带着生产国的特殊味道，我们

曾经生产过很多这样有味道的电影作

品，可惜没有形成一派传承，走向极致，

打造极品。

所幸，中国味道的电影还是有的，

境况却不乐观，譬如刚刚获得柏林电影

节最佳男女主角的《地久天长》，能把德

国记者、观众看哭，但是在国内的票房

比较惨淡。这样的现实不能不说多年

以来我们的艺术导向可能有失偏颇，已

经把观众的审美趣味导向了西化，更喜

欢感官刺激的电影，没人愿意静下心来

看中国式的人生故事了，这样的现实值

得所有与电影有关的部门和从业者反

思。

当前中国市场化的电影运作过程

中，导演、编剧对于题材和内容的选择

已经没有了绝对的话语权，如何让资

方和制片人意识到中国电影应该如何

走向世界，如何获取更多的利益和荣

誉，是未来大有作为的选项。吸引投

资方愿意投入具有中国味道的电影虽

然不是本文的课题，但中国电影艺术

家们要清醒的引领中国电影艺术的走

向，保持中国电影的中国味道，尽量不

被资本所左右、所误导却必要的责任

和使命。

当然，电影首先要服务于人民、服

务于观众，获奖却是展示本国电影水平

最好机会也是不可否认的，期待我们的

电影工作者走出一条电影科技、艺术创

新之路来，中国味道不可或缺！

■文/赵 军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研究室专版

2019 是中国科幻电影的元年，

也是虚拟院线的元年。科幻元年

有《流浪地球》可以证明，而虚拟

院线以什么来证明呢？以 AI 将要

与中国院线的 18 亿人次流量结合

来证明。AI 就是人工智能，而 18

亿人次的流量就是商业圈极具吸

引力的潜在市场。我们说了“大

数据”N 多年了，18 亿这样一个大

数据难道我们看不见吗？事实上

在消费互联网早已进入院线行业

后，院线就是自带巨大流量的世

界，也就是“大数据”的世界。

自带流量而无动于衷，却偏喜

欢说排片用大数据，决策用大数

据，什么什么用大数据——我们

对院线最大的数据其实是有眼无

珠的。在一个新理念风靡全球的

时代，所有假的运营与管理都只

能说明它们的模式已经到头。当

下 不 是 院 线 行 业 的 竞 争 过 于 激

烈，恰恰相反，是这个领域已经失

去了基本的竞争手段。举一个例

子，某大院线看到了时代的骤变，

影城需增加非票收入，餐饮成为

了变革最瞩目的选项。“电影＋餐

饮”于是应运而生。

但是好景不长，不到一年这个

模 式 就 无 法 持 续 。 院 线 干 脆 把

“餐饮部”直接裁了。当代的创新

不是一个“＋”字就能完成的。对

于传统的颠覆是必须的，然而这

个颠覆要有创新的、较之于传统

更高维度的技术因素的介入。“餐

饮部”的设想不单单这条院线有

过，好几家大的影投公司都曾经

绞尽脑汁，不成功是因为传统的

餐 饮 如 果 进 入 院 线 需 要 经 过 三

关：标准化、中央厨房、自动化管

理。否则一条院线做不成，一家

大影城也做不成。

我们想知道的餐饮的大数据

都 在 ，但 是 却 支 配 不 了 ，使 用 不

了。原因便是没有智能手段。传

统 院 线 因 此 做 不 了“ 电 影 ＋ 餐

饮”，传统院线在当下大数据跨界

运营的此岸只能望洋兴叹。标准

化、中央厨房、自动化管理这三者

都需要人工智能的技术，今天我

们只有自觉地学习和引入当代最

先进的 AI 手段，哪怕是在中国人

最传统的饮食生产与管理中完成

标准化、中央厨房、自动化管理，

我们才能在院线行业里实现“电

影＋餐饮”，实现这个“＋”。

餐 饮 当 中 有 多 少 大 数 据 呢 ？

有多少需要标准化、中央厨房、自

动化管理的就有多少大数据在里

头。大数据的核心不是别的，不

是说越多数据便越是大数据，而

是所有与选择相关的数据都不能

漏网，所有与模式有关的边际都

不能缺失数据的证明，所有达成

标准化要求的过程都要具有数据

的支撑。当代计算机的超算能力

就能够提供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

方案。这是一个人类开始实现伟

大算力的时代，也是算法超越了

人类几千年的发展史的时代。

“算法”、“算力”和“数据”三

者 构 成 了 深 度 学 习 的 真 正 的 前

沿。现在可以宣布，这个进步正

在进入电影院线行业，下来院线

的赋能讲的不是 O2O，不是产业

互 联 网 ，而 是 人 工 智 能 AI，当 然

O2O 和 产 业 互 联 网 都 是 题 中 之

义。中国院线会在人工智能的带

引下超越传统互联网阶段而直接

跨 入 到 人 工 智 能 阶 段 。 打 个 比

方，互联网手段在猫眼、淘票票的

购票上很成功，而一旦实现智能

识 别 —— 所 有 技 术 条 件 都 具 备

了，二维码或者指纹识别就能进

场观影，而后台也将自动完成收

款工作。

这就是人工智能 AI 的跨越。

这一步院线应该现在就开始自己

操作，而把被第三方拿走的数据

重新拿回自己手中。以辨识技术

为核心突破的人工智能一定会是

2019 中国院线赋能而迭代的拿手

好戏。辨识技术旨在瞬间贯通大

数据，让我们能够把握全局，这才

是新世界的新游戏规则。

我们回到年度 18 亿人次这个

话题，18 亿人次很了不起，是因为

它能够带来的相关跨界可能性，

无限极。而一旦人工智能开始征

服这个我们无动于衷，亦无法能

够“动于衷”的流量，院线行业的

天地就将变成无限可能性，无限

极。最早让人类感觉到虚拟世界

的存在是 IT，现在让我们感觉到

虚拟世界的存在，变成 AI。因为

AI 可以通过超算以致超链，完成

无数个模块之间的链接。还有什

么餐饮的标准化和后台管理自动

化做不到呢？

可以预料，院线的虚拟化时代

一定是用 AI 开发院线大数据，实

现院线数据变现的必然的时代。

实体院线是获得政府颁发牌照的

院线，虚拟院线则是获得结构数

据、精准数据并且精准发行的院

线，是打一开始便一如既往地以

数据作为发行导引的连锁运作。

譬如我们已经识别出了全国有多

少千万人是喜欢爱情片的，有多

少千万人是喜欢科幻片的，等等，

就可以准确地向他们所在的影城

排片，而用不着服从传统院线的

计划排片，用不着发行公司的中

间指挥与赚取代理费。

对于很多中小影片而言，这比

花 去 多 少 宣 传 发 行 费 用 都 要 靠

谱。这样的数据掌握的日子离我

们不会太遥远，重要的是走出第

一步，即走出运用 AI 的第一步，而

且谁先走出第一步，谁就会是时

代最眷宠的人。传统院线时代和

AI 院线时代是这样划分出彼此界

线的，传统院线留恋院线的中央

管理，是中心化运营的院线；AI 院

线看重影城的准确排片，是去中

心化、分线发行的院线。后者一

定会首先并且不排除一直尊重院

线总部的指挥，但其不断放大的

效益可以令它自行其是，逐渐取

代院线传统的中心。

现实中院线本来已经占有了

极大的数据量，但是因为无法掌

控这些数据而放弃了无数数据的

运用。只有在 AI 时代，有了 AI 人

工智能手段，用辨识的算法，不是

用认识的方法，一切数据便都可

以为我所用。这句话就是“财富

管理”最实际的依据与途径。数

据的神奇就在这里——知道了什

么人合适看什么电影，就知道什

么人适合美食、健身、阅读、音乐、

社交、医药、照顾妻儿、酷爱汽车、

喜欢科研、自由散漫等等。

我们就能够开发一个又一个

“ 群 ”，进 入 一 个 又 一 个 社 交 圈

子。18 亿人次的社交圈子。他们

会自发地漫延或者重叠出 N 多亚

文化圈和准消费圈，而中国电影

院线尽可以一直跟踪，去开发更

多的商业合作，一个以院线数据

为起点遍及人群类型所向的院线

数据商业联盟指日可待。

虚拟院线三阶段：第一是运用

人工智能掌握大数据，开始分线发

行，达到精准发行；第二阶段是大

数据引流，跨界社交营销，开展商

业合作，颠覆传统院线单一发行放

映电影的藩篱；第三阶段打造财富

管理世界，完成全国院线的数据商

业联盟，中国院线的单一结构数据

变成酿造无限可能性的广阔的结

构数据，其中的消费者同时成为生

产者，融入《未来简史》的世界中，

人人成为成功的财富管理者。

中国电影市场的今天所以能

够给与我们如此信心，并不是因

为看了《流浪地球》，而是在 2015

年第三届中国电影院论坛上我已

经做了一个被人们视为过于超前

的演讲，我的演讲题目便是《构建

中国电影院线的数据国际商业联

盟》，如果认为那时人们的质疑有

道理，那也仅仅因为当时中国院

线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走到无路可

走，再就是当年人们允许自己暂

时不认识人工智能。传统院线之

路的门正在关上，上天正在为我

们打开另一扇窗，虚拟院线的春

天来了。

2019也是
虚拟院线的元年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恼人的风雨云

电影创作面向现实，是当下的一

个召唤。乐见这是理性的诚恳的召

唤。

娄烨做人做导演应该是很真实的

那种。他关注现实有两个视角，一个

向内，撕开伪饰，贴近了审视我们的情

与欲；一个向外，看社会与人，思考我

们的行为和情感为何是这样的。前

者，是娄烨以往创作的核心领域，绝大

部分影片都是这个议题。后者，则是

从《推拿》（2014）开始明显发生的变

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改变更大。

似乎，娄烨有些被恼人的情欲折磨得

“累了”，想换换视角和路径。今年他

54岁了，如果他果然生于1965年。

就这部影片而言，这个“向外”的

现实观察，如何进行？犯罪与悬疑是

影片的类型标签，也是市场的心头之

好。观众和影评人揣着预期、举着刀

叉剑戟般的衡量工具，等着对影片切

割品味。它应该沿着人们的期待前

进，像那些商业大卖片一样，尽量提

高类型片的完成度。在这个意义上，

影片的亮点与不足都很明显。

1、风格。一如既往的娄烨气质，

阴郁、压抑和不安。这很大程度上归

功于摄影和音乐。他偏爱跟拍式的

晃动摄影，加上灰暗的色调，构成了

影像空间的基本调性。本片开始用

很长的画面去呈现一座现代化的城

市，然后镜头追着几个抄家伙去打架

的人，穿过街区和成堆的瓦砾，来到

事件现场。灰暗、晃动、追随中，风格

渐起。他的摄影机在幽幽暗暗中摇

摇晃晃，但愿晃到你的节奏里。

2、城市空间。这是娄烨痴迷的

物理空间。在同一心境下去看他不

同时期的影片，城市空间在本片中更

有质感和冲击力。且不谈摄影技术

条件与故事题材的原因，这强烈呼应

着当下我们对城市空间的感观。比

起以往影片里的城市景观，这里的城

市更加现代，高空俯视中的街区差异

更加明显。穿过街区和瓦砾的追随

中，愤怒的人群和激烈的冲突中，城

市的现代感与城中人之间是不是彼

此生硬？或者说，人陷落于这样的城

市空间。堆积的瓦砾如同高楼崛起

时，被碾压过的绊脚石。城市空间、

情与欲、摄影、音乐，在娄烨电影里散

发着强烈的一致性气味，都围绕一个

共同的内在逻辑各自表演。

3、剪辑。画面组织中，就像有把

大剪刀纯熟地上下翻飞，特别是那些

外部动作性强的场面处理，比如开篇

的暴力冲突、林慧被送入精神病院、

杨家栋与姜紫成的追车戏。问题是，

后半段的叙事节奏有些失控。影片

前半段设置的悬疑感依赖后半段的

破解，破解的重要节点在多线叙事中

有些布局凌乱、交代不清。比如，不

曾露脸的私家侦探在关键时刻为杨

家栋提供破案线索，信息的来源和出

现的时刻有些莫名其妙。这对于悬

疑叙事确实很糟糕。

4、关键细节。有些设计不够有

说服力。比如杨家栋偷听姜紫成和

林慧的对话，他按在车中的窃听装置

居然被对方轻易发现了。这个细节

处理显得警察业务不够专业，但它直

接推动了情节变化。一个细节的虚

假或不专业，可以让观赏活动千里之

堤溃于蚁穴吗？可能，但有时也不至

于。影片鉴赏的基础是艺术审美活

动，但艺术审美活动常常不是独立而

纯粹的。对于这部电影来说，更是如

此。

5、从类型相近的《浮城谜事》看

过来。如果说《浮城谜事》在悬疑叙

事中不动声色地观察两个女人的较

量，本片则动用各种商业化表达手

段，大动干戈地解析一桩罪案。如果

前者主要在男女之间和婚姻家庭关

系内思考问题，后者则推倒了家庭围

墙，让时代和社会的符号昭彰而深刻

地渗透进人物关系和行为中。所以，

本片从以往创作集中于现象和结果

的呈现、感受和情绪的表达，拓展到

了不同层面的缘由的思考。本质上，

都关乎欲望、人性、兽性的思考。

这部犯罪悬疑片，如果像《烈日

灼心》那样，强化表演和动作，挖掘人

性人情，也许在商业上更成功。但娄

烨的可爱之处就是，他拗不过自己的

真心。在与市场妥协的时候，他依然

把情欲思考和身体书写放进这个故

事（片头的野外偷情，设计了悬疑线

索，也像一个隐喻，与片中那些模糊

的情欲细节形成呼应），他还把解剖

现实的小刀磨了磨。结果呢？……

影片最终呈现的样子就是它的样子，

可以加彩蛋，不能加附录。“电影是遗

憾的艺术”，这句话在这里默默发新

芽。

这部电影里一些创作细节值得

回味。

1、警察的逻辑。据说井柏然对

杨家栋与小诺的亲密戏有不同认识，

认为那不符合警察的逻辑。的确，在

主流商业片中，即便有这种设计，也

需要特殊条件。比如，身份转换成特

殊警察 007，或者警察被阴谋设计。

其实，娄烨的本意就是打破这种常规

逻辑，去表现些不同的东西。当然结

果遂了“井宝”的愿。

2、他们抱在了一起。连阿云被

火烧的时候，姜紫成、唐奕杰、林慧三

人抱在了一起。这三个人对于连阿

云的死都是要负责的，不管是法律上

还是道义上。由姜紫成联系起来的

这两个家庭中，四个“杀人犯”，一个

疯子；一个善心犹存的女人，便是连

阿云，却死在前者的共谋中。姜紫成

看着火焰中的连阿云，泪水滑落。该

如何解读这种心境？忏悔？你信吗？

3、习性相袭？小诺是姜紫成和

林慧的女儿，对养父唐奕杰深恶痛

绝，居然把他推下楼致死。而且她是

在得知曾经善待她的连阿云是被亲

生父母杀死的情况下，还穿上连阿云

的衣服去实施杀人（效果是扰乱了案

情）。这种行为和从容，让人难以想

象这样一个年轻人在未来怎样处置

自己的灵魂。此外，影片在情欲方面

多少还反映了她与母亲一样的个性，

比如对警察杨家栋的暧昧情欲。小

诺的形象深受其家庭的影响。

影片宣传中有句话甚好，“时代

似风，欲望如雨，命运成云”。如果不

冒犯的话，想打赏写出这句话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