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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管燕秋

1997 年香港爆发金融危机后，电

影市场雪上加霜、全面萎缩，2003 年

香港电影从业人员已经从巅峰期的

2 万人减少到不足 5000 人，如何重振

香港电影成为摆在这座“东方好莱

坞”面前的难题。

2003 年，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

府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

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即 CEPA(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协

议生效后，港产片将不再受到 20 部

引进大片的限制，香港和内地的合

拍电影则可以作为内地电影进行宣

传和放映。内地与香港的合拍热潮

从 CEPA 开始。

作为最早一批“北上”的香港电

影人，吴思远回忆，CEPA 之前，香港

电影人习惯到台湾、韩国取景拍摄，

“我们原来是到台湾去拍的，老是在

小坪顶，到台中、台南，拍到没有地

方可以拍就去韩国拍，《南拳北腿》

是在韩国拍的”，但渐渐地，觉得在

韩国拍摄也不方便，“所以后来，我

才有回内地拍的想法”，吴思远说。

《新龙门客栈》、《青蛇》和《宋家王

朝》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内地拍

摄的。吴思远将当时到内地拍戏称

为“假合拍”，因为“按照当时的制度

我们是分不到钱的，片子的内地版

权是给合拍的制片厂，最初我们在

乎的是能去取景。”

从“假合拍”到真合拍，内地与

香港电影人共同经历了漫长曲折的

发展过程。2003 年，《无间道Ⅲ：终

极无间》成为了 CEPA 实施后第一部

在内地上映的香港内地合拍电影，

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让香港和内地

电影人都尝到了甜头。警匪片作为

香港电影颇具代表性的类型片，开

始不断寻求与内地市场的契合点。

在不断的融合共进中，探索出一条

新的发展路径。

面对新的制片环境与观众需求，

香港电影人及时对警匪片策略进行

了调整，在保持香港警匪类型片精

髓的基础上，作出相应的改变，比

如：扭转影片灰暗调性，塑造正面警

察形象，呈现更加多元丰富的动作

场面等。在经历了适应期的阵痛之

后，香港警匪片很快找到了适合内

地的发展方向，重新恢复勃勃生机，

出现一批港式警匪系列片。

《寒战》系列、《追龙》系列、《扫

毒》系列、《杀破狼》系列、《反贪风

暴》系列、《使徒行者》系列等一批颇

具代表性的警匪系列片相继涌现，

构筑起了 CEPA 后港式警匪片的新

样貌。

伴随中国电影产业化发展十七年一路同行

港式警匪动作片渐入佳境

《扫毒2》上映20天，票房突破12亿，超越清明档《反贪风暴4》的近8亿票房，接续了2018年《无双》12.63亿

的成绩。在《扫毒2》之后，暑期档即将上映的《使徒行者2》、《沉默的证人》等港式警匪片也被业内看好，港式警匪

片与今夏的天气一样，攀升着新的热度。

片名

窃听风云

寒战

警察故事2013
风暴

扫毒

毒战

窃听风云3
魔警

反贪风暴

赤道

湄公河行动

寒战2
使徒行者

反贪风暴2
惊天破

追龙

杀破狼·贪狼

拆弹专家

追捕

红海行动

无双

反贪风暴3
扫毒2：天地对决

追龙2
廉政风云

反贪风暴4

年度

2009
2012
2013
2013
2013
2013
2014
2014
2014
2015
2016
2016
2016
2016
2016
2017
2017
2017
2017
2018
2018
2018
2019
2019
2019
2019

票房（亿元）

0.90
2.54
5.36
3.14
2.38
1.48
3.05
1.08
0.96
2.10

11.73
6.78
6.05
2.09
1.14
5.70
5.18
3.97
1.04

36.22
12.63
4.39

12.20
（仍在上映）

3.04
1.13
7.95

导演

麦兆辉/庄文强

梁乐民/陆剑青

丁晟

袁锦麟

陈木胜

杜琪峰

麦兆辉/庄文强

林超贤

林德禄

梁乐民/陆剑青

林超贤

梁乐民/陆剑青

文伟鸿

林德禄

吴品儒

王晶/关智耀

叶伟信

邱礼涛

吴宇森

林超贤

庄文强

林德禄

邱礼涛

王晶/关智耀

麦兆辉

林德禄

主演

古天乐/刘青云/吴彦祖

郭富城/梁家辉/彭于晏

成龙/刘烨/景甜

刘德华/姚晨/林家栋

古天乐/张家辉/刘青云

孙红雷/古天乐/黄奕

刘青云/古天乐/吴彦祖/周迅

吴彦祖/张家辉

古天乐/郑嘉颖/林峰

张学友/张家辉/余文乐

张涵予/彭于晏

郭富城/梁家辉/杨采妮

张家辉/古天乐/佘诗曼

古天乐/张智霖/周渝民

谢霆锋/刘青云/佟丽娅

甄子丹/刘德华

古天乐/吴樾

刘德华/姜武/宋佳

张涵予/福山雅治

张译/黄景瑜/海清

周润发/郭富城/张静初

古天乐/张智霖/郑嘉颖

刘德华/古天乐/苗侨伟

梁家辉/古天乐/林家栋

刘青云/张家辉/林嘉欣

古天乐/林峰/林家栋

不同于一些“港片已死”、“港味不

港”的论调，赵卫防认为，港式警匪片在

传承、创新、发展以及与内地的置换过程

中，以一种新的形式存在于香港电影及

两地合拍片之中。经过 CEPA 的打碎与

重塑之后，港式警匪片伴随着香港的变

化而共同成长，仍然保留着香港警匪类

型片的精髓。

从类型层面来看，动作、打斗、枪战、

追车等警匪片“必备”情节来看，港式警

匪片都保持着良好的延续，并且也在不

断的发展变化中进行创新。

香港警匪片中蕴含的港式人文理念

在进行内地化置换之后，其本质并未发

生变化，在警匪片中更多表现为不以传

统的单一价值观来评判一个警察，而更

多是以个体的人来探讨警察的情感状态

与生命状态。港式警匪片中的警察经常

会有坏的、恶的、阴暗的等人性很多面，

但总体上，警察代表社会秩序和社会正

义的大方向并不会发生变化。

CEPA 后的港式警匪片经过两个阶

段的转变后，角色的丰富人性特点得以

保留。《扫毒 2》中刘德华饰演的角色，他

的复杂性与多面性都得到了展现，影片

也在吻合内地主流价值观的同时保留了

香港警匪片原有的主题：警察代表公平

正义、维护社会秩序、敬业奉献，既有警

察作为职业的基本属性，也有警察作为

人的丰富人性。

事实上，港式警匪片不仅精髓犹在，

而且随着近年越来越多的香港电影人深

扎内地电影市场，一批在港式警匪片基

础上进行类型杂糅创作的“新主流大片”

应运而生。其中，以《红海行动》、《湄公

河行动》等为代表的新主流大片，在兼有

港式警匪片强情节、快节奏的类型元素

之外，更结合内地主流价值观，赋予人物

全新的使命感与责任担当，获得了票房

与口碑的双丰收。

香港资深影评人列孚最早在 1995
年提出“香港电影之死”，但是，面对香港

式警匪片的未来，列孚解释，“香港电影

并非真的已注定了‘死亡’日期，到如今

至未来，香港电影或以另一种形态出现，

例如是香港电影元素已融入中文电影

（如与内地的合拍片），例如它或许是一

种小众范畴内受到注重的电影。香港电

影的未来仍在于中文电影里面，就如多

年前的过去，当整个中国内地几乎只有

上海在制作电影的时候，香港同样也在

制作电影，那时候何来有上海电影与香

港电影的区划？只是那时的香港电影多

在粤语地区发行、上映和面向海外华人

社区罢了。香港电影将以另一种形态走

进未来，这是肯定的。”

2008 年 CEPA 又陆续就香港电影

签署了补充协议，包括允许合拍电影在

香港制作，香港商人可以在内地主导投

资电影院等。这再次加快了香港电影

人北上的脚步，一些香港电影人经过此

前几年的探索与实践，已经能够逐渐把

握内地观众的口味。，

2008 年前后，港式警匪片在数量

上呈现出明显的增长。随着一批如《证

人》（2008）、《线人》（2010）、《寒战》

（2012）、《逆战》（2012）等港式警匪片的

出现，更多香港电影人意识到港式警匪

片在内地仍然具有发展路径、能够获得

较高的口碑，更重要的，是“能够赚钱”。

2009 年，“麦庄”联手的《窃听风

云》上映，该片虽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

的警匪片，但是对于警察形象的刻画，

却相较此前一个阶段实现了飞跃，极致

描摹了三名警察的人性弱点与生活

困境。

随后，《警察故事 2013》（2013）、

《风暴》（2013）、《扫毒》（2013）、《毒战》

（2013）、《窃听风云 3》（2014）、《魔警》

（2014）、《反贪风暴》（2014）、《赤道》

（2015）、《寒战 2》（2016）、《使徒行者》

（2016）、《反贪风暴 2》（2016）、《惊天

破》（2016）、《追龙》（2017）、《杀破狼·贪

狼》（2017）、《拆弹专家》（2017）、《追捕》

（2017）、《无双》（2018）、《反贪风暴 3》
（2018）、《扫毒 2》（2019）、《追龙 2》
（2019）、《廉政风云》（2019）等一批新的

港式警匪片（系列）层出不穷。这类警

匪片对原有的“港风港味”进行了一定

程度的回归，在人性复杂性上重新进行

探索。

赵卫防认为这一时期港式警匪片

的回归并非一种简单的重复，“既是一

种转型，也是一种上升式的回归”。这

个阶段的港式警匪片试图恢复人性丰

富性，同时又符合内地的电影文化、观

影需求、审查制度。

《证人》、《线人》、《寒战》、《扫毒》等

一批影片，在简单的正邪对立之外又加

入了人性的丰富性，中间人乃至警察也

都出现了人性弱点，甚至出现了坏警察

的形象。在内容深度和人性复杂性上

进行了复归与升级。

从类型创新的角度来看，2008 年

之后的港式警匪片，在枪战、动作、追

车、打斗等场面制作上进行了升级与创

新。以仍在上映的《扫毒 2》为例，三方

对决的戏份被放在地铁站内，两辆车冲

进地铁狂飙的景象确实给了观众更强

烈的刺激，凸显了港式警匪片的激烈感

与极致性。地点、场景上的“异想天

开”，让港式警匪片极尽刺激、极致癫狂

的属性更加凸显，类型表现力也实现了

跃升。

从叙事层面来看，港式警匪片的悬

疑性在逐步增强，复杂的多线索叙事也

开始增多。比如《寒战 2》围绕一个核

心的悬疑来做，同时辅线铺陈警局内部

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极大增强了影片

的悬疑感与叙事张力。

随着香港电影人北上，港式警匪片

也在原有类型基础上相应地进行了内

地化的移植和置换。由于警匪类型本

身的敏感性，在香港与内地的合拍中经

历了更长的探索期，如何能够在保留港

式警匪片特色的前提下，符合内地的审

查与审美，成为摆在电影人面前的难

题。

这一阶段在内地上映的港式警匪

片主要有《无间道 3》（2003）、《双雄》

（2003）、《新警察故事》（2004）、《黑社

会》（2005）、《门徒》（2007）、《导火线》

（2007）、《男儿本色》（2007）、《兄弟》

（2007）、《证人》（2008）等，这些影片在

不断的尝试中探索港式警匪片内地化

置换的道路。

它们的内地化置换保留了香港警

匪片固有的类型元素，比如枪战、动作、

正邪对峙与较量等，这些香港警匪类型

的基本元素被全部移植到 CEPA 后的

港式警匪片中。但是，原有香港警匪片

中，过分表现人性灰暗、人性恶、呈现负

面警察形象的部分，则根据内地的审查

制度、观众接受程度等进行了改变。

提到香港电影中负面的警察形

象，就不得不说起吴思远早年的两部

电影，“1975 年我就开始拍《廉政风

暴》、《七百万元大劫案》这些社会写实

片，因为当时香港没有这样的片子。

1976年《七百万元大劫案》上映后反响

都很好。自此，香港电影里以后才有

警察贪污、才有黑社会，这都是由我带

起的……”

中国艺术研究院香港电影研究专

家赵卫防以《黑社会》（2005）为例，阐明

过于港式的警匪片并不能更广泛地被

内地观众接受，“《黑社会》对内地观众

的挑战失败后，此后的香港警匪片都在

保留基本类型元素的基础上，逐渐开始

自觉进行内地化置换。”

内地化置换一方面让港式警匪片

更好地适应内地市场，但另一方面，“港

片不港”的批评之声也蜂拥而至。港式

警匪片原有的人性复杂性、丰富性日益

缺失，正邪二元对立过于简单趋同等多

种问题，正在对港式警匪片的发展产生

越来越负面的影响，寻求突破已然迫在

眉睫。

◎CEPA改变港式警匪片

◎CEPA后港式警匪片第一课：内地化置换

◎港式警匪片的复归与再定位

◎港式警匪片精髓犹在，老树发新芽

近十年部分警匪动作片上映信息（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