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下中国电影的
理论建构与批评务实

——评陈旭光专著
《电影批评：阐释与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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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旭光教授新作《电影批评：阐释与

建构》具有高屋建瓴、圆融贯通的学术视

野，从理论推衍至现象，以学者的理论素

养和批评的务实精神，结合电影艺术与产

业现实，将电影批评建基于艺术理论的学

理背景和中国社会的现实背景之上。

总体而言，该书架构比较宏阔，纵横

捭阖，思路绵密清晰，内容颇为丰富充

实。首先从宏观的角度回顾了艺术批评

理论的宏观历史背景与方法论角度的流

派梳理，在前三章搭建起二十世纪中国艺

术批评史自身的发展脉络。接着从艺术

理论及文化理论向电影批评延展，以电影

文化批评与电视剧文化批评为统领，串联

起“作者论”批评与“类型批评”等批评范

式，构成为第四至五章的脉络和主体，也

完成了从宏观理论向中国现实的过渡。

该书在每章最后一节还设置了一些重要

的批评案例进行个案的麻雀解剖。全书

的论述最后“落地”于对当下电影产业和

工业的观察，考察产业批评新现象，勾勒

“电影工业美学”视域的相关阐释和思考，

并转向对当下互联网时代的电影批评现

状、特点及建立新型批评标准体系的

思考。

中西方艺术批评理论浩如烟海，如何

搭建中国电影批评的框架，如何形成宏

观全局的视野？这是大家都应该努力面

对的主要论题。《电影批评：阐释与建构》

在这方面作了努力。本书首先梳理电影

批评理论的脉络和格局，概括艺术批评

种种可能的理论、流派和方法，以艾布拉

姆斯的四维度来归纳并梳理这些曾经在

中西方文论中形成深远影响的理论，寻

找其内部的关联。接着以批评史的历史

分期为序，宏观地梳理了 20 世纪中国文

艺思潮史，以及横向地综合各个艺术门

类。在此基础上并置各历史阶段，提炼

出“中西艺术的对立与融合”、“现实主义

与现代主义的消长”、“现代与后现代”三

对“二元对立”关系，论述它们贯穿二十

世纪中国文艺批评，延展至并依然构成

今日文艺现象及批评的重心，着重探析

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批评观、艺术

观及批评模式与方法。

随后，以文化批评总起，总结影视文

化批评的把握，并从作者论、类型批评与

产业批评三个方向平行展开，并进行具体

个案分析。首先，电影工业美学中“体制

内作者”的原则，作为一种批评方法的本

土化，呈现了从西方理论中汲取营养，进

而应对中国现实结出学术硕果的历程。

其论述的理路为，通过历史与现状、范畴

界定与方法特征的总结来对“作者论”的

概念进行阐明，总结亚历山大·阿斯特吕

克、弗朗索瓦·特吕弗、安德鲁·萨里斯及

彼得·沃伦等理论家的阐发，勾勒“作者

论”概念的嬗变，进而分析这些概念在20

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后，对国内电影在创

作与批评的实践上产生的影响。“作者论”

批评的发展，既是“作者论”在好莱坞商业

片与欧洲文艺片两个体系的传统间的对

立与互融，也是这一概念与中国电影的创

作经验相耦合的过程。

陈旭光的视点既“落地”于“作者”，也

聚焦于电影作品，这表现在本书关注电影

类型批评的理论与实践，总结类型理论与

类型批评之于电影实践的启示意义。近

年来中国电影的类型态势呈现出多元化、

融合化的趋势，国内的喜剧电影，青春片、

奇幻与魔幻电影，警匪、动作与武侠类型

等类型，经过市场化的发展得到逐渐明

晰。该专著的思想成果更多寓于类型融

合的启示。基于对电影类型的全局性观

察，在审视现象中提炼出问题，并总结出

电影创作的可贵经验，即当前中国电影类

型方面的趋向与发展态势，“工业化制

作”、“混搭式杂糅”与“类型化包装”。上

述特征体现在主旋律电影、商业片、文艺

片的融合，因此中国近年来诞生的“新主

流电影大片”的存在及生产，具有了更深

刻的合理性与更明晰的脉络。

除此之外，该专著针对工业发展现状

与多媒体、全媒体时代的批评现状，建构

一套兼重实效性与适用性的批评标准。

陈旭光通过对电影业界及学界动向的敏

锐观察，识别到电影产业批评的兴起，相

较于电影文化批评，它成为今年更热门的

方向。该专著既在理论源头上重视法兰

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相关批评著述，又

分析总结孙绍谊、刘藩等人对国内外电影

工业的现象及理论总结，将学界内对电影

产业批评的重要理论，与自身的产业观察

进行对话。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电影工业

美学”成为学界竞相争鸣的话题。从理论

的孕育与诞生角度看，邵牧君先生首先提

出电影的工业性与商业性的观点起自邵

牧君先生，自陈旭光于2017年的金鸡百花

电影节提交论文《中国导演新力量与电影

工业美学原则的崛起》以来，国内学界开

始重视电影工业美学理念之于中国现实

的重要性，理论系统也在争鸣中逐渐扩大

并完善。电影工业美学的体系框架与基

本原则来自一套缜密的理论进路，其理论

背景寓于大卫波德维尔反思“大理论”及

“文化批评方法”的研究、大众文化理论及

中国市场化背景，以及以保罗·苏里奥、佩

特尔·图奇内及包豪斯学派为代表的技术

美学，这构成了电影工业美学体系的初步

建构。《电影批评：阐释与建构》还勾连新

力量导演与电影工业美学之间的脉络关

联，贯彻了电影工业美学在“世界、创作

者、作品形态、市场与受众”这四要素间平

衡的原则。在个案分析中，作者通过对中

国科幻电影的发展与挫折的分析，展示了

电影工业美学理论的批评有效性，从而揭

示科幻及幻想类电影在想象力方面的发

展前景。

总之，陈旭光以踏实的理论自觉与文

化定位，反思电影工业美学的“短板”，在

批评与争鸣中提升理论，使电影工业美学

真正成为立足于现实、基于现实的理论。

如果说电影工业美学是为对中国电

影产业的大局性把握，那么对互联网时代

的“微影评”的关注则探讨当下媒介文化

革命现实，即媒介介入与观众赋权，及其

对文艺批评的格局所产生的的改变。全

媒介及互联网的电影生态，对电影形成了

两方面影响——对内的电影叙事与美学

形态，以及对外的电影传播与再生产方式

（评价与营销）。而电影存在及传播的空

间从封闭性的仪式场所走向破碎化的日

常空间，电影本体也消散至传播链的各个

环节。以互联网“网络社区”，替代了原有

的公共文化空间，成为观众对新型审美经

验进行个人化再造的场域。目前的中国

电影批评立足于以下四个基于不同维度

的标准；遵循艺术本位标准的艺术批评，

视电影为文化象征与社会寓言的文化批

评，聚焦于电影工业与产业观念的产业批

评，去中心化的网络批评。当下已非“别

车杜”式的辉煌的文艺评论时代，面对批

评主体从公共空间向个人转移的趋向，文

艺工作者与文艺批评家应重视不再沉默

的受众，在新常态的影视批评中构建应对

新时代的评价体系。

综上，《电影批评：阐释与建构》以开

放圆融的理论视野和扎实稳健的理论基

石，搭建起一个批评理论的框架。在纷繁

复杂的20世纪艺术批评史中，有的放矢把

握住电影批评的理论重心。同时注重宏

观与中观的调和，注重对批评理论及理论

迁移的路径进行历史化、背景化的语境阐

释，在艺术批评与电影批评两个层级内，

进行理论体系与批评实践的缝合，具体而

微地将理论铺就于批评实践的肌理中。

这样的努力使得本书在具有批评理论建

构之功外，还具有“接地气”的、可以作用

于当下电影现实的批评实践之效。

（作者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近日观看了由五洲同聲河北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河北电影制片厂、

中奎电影河北有限公司、河北巡天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联合出品的电

影《谷魂》，影片是以张家口农科院

享誉世界的谷子专家赵治海团队研

发“张杂谷”事迹为基础创作的一部

英模典型题材人物传记体类型电

影。这位在中华大地为研究谷种默

默坚守、无私奉献、艰难前行的当代

神农，研究出“张杂谷”系列曾填补

世界空白，他也因此被誉为“杂交谷

之父”，业界有“南有袁隆平，北有赵

治海”之称。影片让我们感悟到华

夏农业文明的伟大，中国当代农业

科技在“一带一路”的宏伟畅想中的

精神价值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的实践意义。据悉，本片将由联

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向世界有关国

家和地区推介发行，将中国故事承

载的中国文化、中国智慧、中国方

案，通过电影服务于世界人民。天

降大任，人类使命，中国担当，何其

壮哉！

一粒谷种的前世今生

被称为“五谷”的稻、黍、稷、麦、

菽，是中国古代耕种的五种主要的粮

食。据传“五谷”最早为神农氏在尝

百草过程中选出，亲自传授教化百姓

育之，故后人尊其为“炎帝神农氏”。

商之后，后稷广种五谷，始开周朝，被

尊为“谷神”。江山社稷，有谷为安。

可见粮食地位顶天立地。遂有“民以

食为天”之食文化说。

影片开篇便依历史年代次序推

出“黍”的甲骨文、籀文、小篆、古隶、

楷书，由“黍”叠化为今文“谷”字。

在黑屏中用一段中英文字标出题旨:

“黍，又名稷，俗称谷子，为五谷之

神。它起源于黄河流域，在我国已

有几千年的种植历史。”影片以此跨

越五千年历史的镜头样式开局，定

有其深在的意味。

植物学史告诉我们，一万多年

前全球气候变暖，人类为应对生存

压力而发明了农业。黍和粟的野生

品种因其极强的抗逆性以及短生育

期的特性，成为中华民族首选的栽

培作物，种植粟、黍标志着中国北方

原始农业的开端。以五谷（稷、麦、

稻、黍、菽）为代表的传统农业生产

及其方式，为华夏文明的孕育、发展

作出了基础性贡献。自新石器时代

晚期“粟”取代“黍”的地位后，在古

代一直是北方地区的重要粮食。《诗

经·国风》中“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的诗句反映出谷黍在当时作为主粮

的事实。粟还是古代政府税收的来

源之一、社会财富的重要象征。中

国几千年以农立国，稷神崇拜和祭

祀之风相延。对稷的崇拜经历了

“稷官—后稷—稷神”的演变，古代

稷神与社神祭祀往往并提，“社稷”

成为国家的象征。从精神层面说，

谷子以其耐旱、耐瘠、耐贮存等生物

学特性，培养出华夏子孙艰苦奋斗、

坚韧不拔的优秀品质。粟文化深深

烙印在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并深刻

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人文情怀。古

有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于首

阳山。唐朝世人李绅《古风二首》诗

云：“春种一粒粟，秋成万颗子。四

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

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

皆辛苦”。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人民至上的

宗旨出发，高度重视“种子”工程，提

出不被“牵鼻子”，不被“卡脖子”，就

要藏粮于技。种子是农业的“芯

片”，中央把解决好种子问题作为

2021年重点任务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保证粮

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

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

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良种技术攻

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

全，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上。该片总

制片人张李林身为福建长汀人却如

此看重河北“杂交谷之父”这一题材

并投资拍成电影，献礼建党百年，足

以见出其作为影视工作者志存高远

的使命意识和博大情怀。

一位当代神农的使命担当

看过影片，主人公赵二生(赵治

海原型，高峰饰演)的形象久久挥之

不去。他大学毕业，有幸来到谷子

专家崔文生门下，学习培育杂交谷

种。1984 年 10 月，在开往海南的绿

皮车箱中，赵二生等五个年轻人去

追寻梦想。他们面朝大海，住着简

易窝棚，吃着夹生饭、盐水煮黄豆，

却端起碗发誓，“我们一定能把杂交

谷在我们手中成功！”赵二生深沉地

说道，“需要愚公移山精神，我们要

是不能成功，一定会有人成功。”冬

去春来，五人小组奔走于张家口与

海南试种基地之间。经费不足，设

备简陋，暴雨夜袭，干旱来临，高温

酷暑，虫蛇危胁，好不容易见到“不

育株”曙光，却因一个孩子贪恋装谷

穗样本的网兜将样本全部损毁而前

功尽弃，他们只得从头再来。

1986 年初战告捷，收获到第一

批谷种和不育株，回到张家口试种

却宣告失败。田野中白花花的谷穗

套袋似一道挽帐。师傅崔文生帮徒

弟赵二生分析，查找失败原因。1988

年市场化改革，经费缩减，科研组人

员走光，只剩赵二生一人。他找到

师傅寻问，“你以前说过，20年前，全

国有 30 多家单位研究谷子，最后没

剩几家了，您一直坚持着，我就必须

搞下去。钱少，少租地；没人，我也

要去。”

1989 年，赵二生带着李海洋再

下海南。当留守处老严说出还有

500元科研经费时，他们只能背水一

战，“雇不起工人自己种”。赵二生

拤腰矗立在“全国杂交谷种作战图”

前，婉如一位大将军，胸中装着百万

雄兵。在深刻分析失败原因之后，

赵二生向师傅汇报了新的思路。师

傅却谆谆告诚他“理论和猜想都要

经过科学试验”。果不其然，市农科

所未通过他的新思路，断了科研经

费。崔文生带徒弟到省农科院向院

长汇报。院长十分赞赏赵二生的科

学探索精神并为其申请经费。赵二

生遍访辽宁朝阳、内蒙、山西、山东、

邯郸、保定等地，采集不育株谷种再

下海南试种，取得重大成果，带回张

家口试种却再次失败。他与师傅共

同查找失败原因，崔所长提醒，“这

光温敏理论最早应该应用在水稻

上，这水稻和谷子应该说是有区别

的。”赵二生顿悟，“这水稻是长日高

温不育，谷子，1994年和1995年开花

温度不一样，出现不育，1994年温度

低，1995年温度高，谷子会不会是长

日低温不育？”思路明确后，他们改

变播种期，在符合播种条件下在两

地试种“南种北种”，大获成功。此

时，闻讯专程赶来的北京专家不仅

高度肯定支持，还邀请赵二生去中

国农业大学读博士。赵二生婉言回

绝，他还有更大的科研目标需要在

一线奋斗！

科学试验加辩证思维，让赵二

生有了科学结论:“只要改变播种期，

就可以改变育性，就符合繁殖条

件。”同事李海洋问他，“赵老师，您

一个谷子研究这么多年，累不累

啊？”赵二生回答，“我承诺过，别人

不愿意做的，我来做。人这辈子总

要做点有意义的事儿。”正在节骨眼

儿上，他突发视网膜脱落，医生要求

必须马上手术。但他总说顾不上。

直到一年之后杂交谷子增产了，成

功了，谦虚低调的赵老师却说，“还

差一步，明年这个组合、要参加省区

试。”2000 年杂交谷终于通过了“省

级鉴定”。赵二生又瞄准了新的科

研目标，如何分辨“真苗——绿色”

和“假苗——黄色”，“张杂谷，就这

么一点遗憾！”赵二生知道“谷子祖

祖辈辈都是人工除草。到现在为

止，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他决心要

攻克这一难题！

成功属于永远进击的人！他们

一遍遍地打药，为了筛出抗除草剂

的谷子。正在为难之际，老同学王

天宇来到试验田。他是中国农业科

学院的大专家，刚从国外回来，就来

帮助解决难题。王天宇说他研制出

一种“抗拿捕净”的除草剂材料，它

能杀死和谷子一样的单子叶杂草，

还有这些假的杂交苗。对此，赵老

师激动地说，“那我们就能制出抗除

草剂的杂交种。太好了！这可是谷

子里程碑的贡献啊！”

新时代科学大协作，人类成为

命运共同体。 巡天公司关注“张杂

谷”很长时间了，要做张家口第一个

吃螃蟹的人。温君董事长说，“张杂

谷，现在是赵老师的宝贝，将来会成

为我们‘巡天’的宝贝，以后，会成为

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宝贝。”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大面积

试种的“张杂谷”因天早缺水造成农

民绝收。赵二生毅然承担责任，拿

出自己工资卡，不仅赔偿农民 20 亩

地的损失，还赔偿了巡天种子公司

的相关损失。

正是因为赵二生的这一壮举，

让他赢得民心、赢得天下，“张杂谷”

由此走向世界，成为联合国粮食与

农业组织将其向世界推广，成为“人

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的粮食保障。

《孟子·告子下》曰“故天将降大

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

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

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

能。”华夏民族先祖炎帝神农氏之所

以为后人敬仰，正是如孟子所言，为

了使命他执着到出生入死，无怨无

悔。赵二生的人生传奇也闪烁着华

夏文明的光茫。

一道光照下的科学与艺术世界

曾出演过《士兵突击》、《热血之

共赴国难》、《王大花的革命生涯》的

演员高峰用一句话诠释了他饰演的

赵治海：“谷子是道光，我愿意追寻

光奋斗一生，贡献一切。”

毋庸讳言，影片中充满众多农

业科技知识点，遍布科学逻辑智慧

之光。我为了撰写此篇影评，连看

三遍影片，还翻阅查找了相关文献

典籍。可想而知，编剧、导演、演员

在创作前后做了多少案头工作，在

拍摄中用了多少心血。

高峰形神兼备的表演征服了赵

治海一家，连赵治海的爱人都说高

峰“越来越像赵老师年轻的时候”，

而赵治海的女儿见了高峰也会开玩

笑地问：“我是叫你爸爸还是叫哥哥

呢？”农业专家也称赞他弄懂了很多

专有名词和大量的专业知识，说起

台词来像个“标准的科学家”。

导演黄山表示，“将一位享誉世

界的农业科学家艺术化地呈现是一

件非常艰难的事，电影剧本的编创、

拍摄都是一次艰难的旅程。如何将

赵治海老师身上的那种平凡中透着

伟大、朴实中透着无私的精神淋漓

尽致地展现于影片，可以说对创作

人员都是种考验。”在尽可能尊重人

物原型的基础上，他们在创作中进

行了艺术化加工与处理。观众们可

以看到影片展现了许多杂交谷子研

究过程中专业的技术性画面，为的

是展示农业科学家专注专业研究的

情怀。赵治海老师在整个剧本的创

作和影片的拍摄中全程参与，给与

了最真实和专业的指导，电影也用

一种朴素、真实的手法来展现赵志

海研究谷子的心路历程。

观看《谷魂》这部电影，观众须

建立起一种审美心理准备，因为你

面对的不是一部依靠商业元素博票

房的影片，而是一部需要用“科学与

艺术思维”去获得审美体验的“专业

影片”。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

政道教授曾说：“科学与艺术是一个

硬币的两面，谁也离不开谁。”他之

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科学与艺术之

间有着共性和交融。科学与艺术的

重要共性之一，就是对美的追求。

也就是说，科学不但求真也要求美，

科学家像艺术家一样追求美，是科

学取得创新性成果的原因之一。影

片中我们多次看到高峰饰演的赵二

生俯身于田间，脸贴在泥土与谷苗

上仔细观察。导演曾对我说，为了

解决演员身高和谷苗低矮，专门为

演员设计了下蹲姿势和俯身于地面

观察的惯常动作。这个特意设定，

让主人公贴近了土地谷子，贴近了

人物性格，贴近了农业科技，更贴近

了广大观众。

在“科学与艺术”的审美思维

中，你会觉得赵二生等科研小组人

员在烈日炙烤下用放大镜观看不育

株籽粒是一道风景，放大了数十倍

的“真苗”、“假苗”跳上画面是美的

特写，系上小红绳儿的不育株仿佛

姑娘的发辫，白花花一片的套袋在

风中摇曳如失败后悲伤的挽帐，而

那排成巨阵的自动化收割机采集丰

硕谷穗的壮阔场面，蒙古族姑娘在

马头琴声中欢快旋舞的长镜头，联

合国粮农组织官员的组团而来，在

现场对赵二生“张杂谷”予以高度评

价的场面，都是那么美妙，共同展现

的不仅是丰收的美景，还有“张杂

谷”走向世界的美好愿景。

(作者系中国影协理事、河北传

媒学院研究生导师、河北省影视家

协会副主席)

天降大任于斯人
——评电影《谷魂》

■文/汪帆


